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上海

市剧院等演出场所、上网服务场
所、娱乐场所，在做好各项疫情防

控措施的前提下，接待消费者人数
比例不再做统一限制。昨晚，市文

化和旅游局发布《关于持续加强本
市演出、上网服务、娱乐等文旅场

所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称《通知》），就文旅场所疫情防
控、有序开放工作作出新的规定。

为进一步推动本市文化旅游场

所有序开放，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

求，促进文化消费快速发展，《通知》
明确，在落实好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的前提下，剧院等演出场所、上网服
务场所、娱乐场所，接待消费者人数

比例不再做统一限制；博物馆、美术
馆接待参观人数比例不再做统一限

制，但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对

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文化和
旅游主管部门将会同公安、卫健等

部门适当控制人数规模，把牢现场

安全、疫情防控等环节；继续暂缓新

批涉外、涉港澳台营业性演出活动
（演职人员已在境内的除外）。

今年以来，市文化旅游场所严
格落实国家和本市疫情防控工作

各项要求，防控措施落实有力，市
场运行平稳有序。未来，各区文旅

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将严格审核

文化和旅游活动项目，加大对文旅
场所的监督检查力度，确保各项疫

情防控举措落实到位。

上海剧场等文旅场所有序开放

    内存优化、超强清理、手机管家……这些
?字好听的软件， 怎么会和收集隐私数据、

“精准”推送垃圾广告甚至诈骗信息的套路挂
上钩的？ 如果没有央视“3?15”晚会，很多老
人恐怕还被蒙在鼓里，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
手机为何这么卡顿， 又为何总是收到种种低
俗广告，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坑”里。

“3·15”晚会次日，被点?的内存优化大
师、智能清理大师、超强清理大师、手机管家
pro等四款 App就被工信部要求下架，工信
部同时还组织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四省市
通信管理局对涉事企业主体调查处理。 在为
主管部门迅速行动点赞的同时， 也引发了更
多人的思考：“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老年人？ ”

综合媒体各种报道，不难发现，时下有不

少“精准”针对老人的骗局。 比如“免费领鸡
蛋”，10?免费鸡蛋就能吸引老人入群购买
1380元的“能量鞋”、398元的谷物粉；又如
低价旅游甚至免费旅游， ?义上是带老人旅
游，实际上是诱骗老人购买滞销楼盘；还有各
种“荐股群”，这些理财顾问?义上是推荐“白
马”“黑马”，实际上却是在赚取每人高达数万
元投资咨询年费的同时， 还要让老人们成为
庄家的“接盘侠”。

更让老人防不胜防的， 还有在社区里随
处可见的“保健品公司”“养生机构”，用一点
小恩小惠就把老人吸引过去听讲座、 体验各
种保健产品。这些机构的年轻员工们腿脚勤、

嘴巴甜，又有一套系统话术，把一些老人哄得
服服帖帖，不仅自己深度入“坑”，还“一传十、

十传百”，带着老伙伴们一起往“坑”里跳。

最令人吃惊的， 不仅仅是老人们频频上
当，而是当一些骗局被戳穿后，一些老人竟对

民警和记者表示，他们购买保健品后，也渐渐
心知肚明没什么实际功效，价格更是与成本严
重不符，他们花钱图的就是有人陪他们聊天、

甚至还能买菜做饭、端水洗脚，“比子女还亲”。

老人们这么好骗吗？究其原因，既是因为
老人及其家庭自身的原因， 也是因为针对老
人的骗局越来越手法“专业”、形式多样，还专
挑法律制定滞后于犯罪手段升级的漏洞，给
司法打击带来难题。而且，不少“挖坑者”精于
规避风险，不管口头承诺得如何花好稻好，就
是不留痕迹，让老人难以取证维权。

新时代， 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有更高期
许，这对司法机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打击手
段和打击力度上都应该有所突破， 切实保障
老年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把公平正义送到
老人心坎上。

近日，上海检察机关首次出手，为老人退
货天价保健品提供民事检察支持起诉一案引

发老年群体的广泛关注，不少老人对照文中
主人公于阿婆的情况，分析堆在自己家里的
那一堆保健品是不是终于可以退货了。 同
期，一家已经登陆新三板的荐股公司“大连
华讯”也被深圳警方查处，涉案金额高达 27

亿元，147?嫌疑人以涉嫌诈骗和虚假广告
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也让不少被同类
荐股公司骗走养老钱的老人们看到挽回损失
的希望。

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方面， 这两起新
型案件都具有鲜明的标志性意义， 也起到了
震慑和警示作用：“老人的钱， 并不总是那么
好骗！ ”

每年“3·15”之后，都有网友感慨：“如果
每个月都有一场‘3·15’晚会就好了！ ”这当
然不太可能，但是，各相关部门应当拿出关注
“3·15”晚会的劲头，加强打击，形成合力，注
重事前监管和预警，别让老人再频频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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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老人频频掉“坑”
孙 云

新民眼

    积极响应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加速推

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
设，长宁区昨日召开专

题部署会，提出进一步发
挥长宁“虹桥之源”的先

发优势和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核心节点优势，加

快推动相关政策措施、
功能平台和重大项目落

地。会上发布了《长宁区推

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行动方案》(?称《行动方

案》)?正式启用大虹桥营
商服务中心。

打好“虹桥”

这张王牌
长宁是“虹桥”品牌的

发源地。从 1986年成立的

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到
2016 年设立的虹桥临空

经济示范区，再到 2020年
获批的虹桥智谷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长宁已形成

以国家战略为牵引、以三
个虹桥冠名的国家级示范

区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新布
局。长宁区将紧紧抓住打

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战
略机遇，更好地服务“大虹

桥”建设，更有力度地打好
“虹桥”这张王牌，推动“长

宁的虹桥”“上海的虹桥”
上升为“长三角的虹桥”

“世界的虹桥”。
围绕《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建设总体方案》中与
长宁关联度高、标识度高

的任务举措，长宁区还与
市商务委、市人社局、市

通信管理局、民航华东管理局和东
航投资等 5 家主体分别就共建国

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深化推进海

外人才服务、合作共建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促进航空要素集聚

发展和推动机场东片区城市更新
改造等方面进行签约，进一步发挥

各方资源优势，共同推进功能性项
目和平台落地生效，增强辐射集聚

能级。

医疗文体将更有品质
《行动方案》提出，长宁将加强

高水平医疗服务供给，推进同仁医

院新建日间中心大楼、光华医院异
地迁建、妇保院原址改扩建、天山中

医医院改扩建等项目，推动同仁医
院争创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妇保

院、精卫中心、天山中医

医院达到三级专科医院
水平，加快外资医疗健康

服务等高端医疗项目落
地。积极争取国家对区内

医疗机构配置甲类大型
医用设备给予支持。积极

为外籍医务人员在区域

内居留、执业以及患者与
陪护人员入境、停留、就

诊提供便利。
加快布局重大文化

体育项目，加快推动上海
国际体操中心、娄山关

路 445 弄、虹桥体育公
园、临空体育中心等项

目建设。争取市级部门
支持，允许外商投资建

设剧院、电影院、音乐厅

等文化场馆和设立演出
场所经营单位，引进一

批有影响力的文化体育
赛事活动。加强房地产

租赁市场建设，积极推
进临空地区、古北地区

等市场租赁房建设。复
合利用土地增加停车设

施，推进 1号航站楼停蓄
车场和 IV-K-08 绿地、

海粟绿地、中山公园一号
门地下空间开发。

开发高品质
商务空间

打造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需要细化为一个个

具体项目，这些项目的落
地离不开空间载体的保

障。记者了解到，长宁今
年将有超过 100 万平方

米的经济载体推向市场。
《行动方案》明确，长宁将加大

优质经济载体新增供给力度，推进
临空 12号地块、宜家荟聚购物中

心、光大安石虹桥中心、天山路 680

弄、仙霞南丰地块、虹桥 31号地

块、文化大厦、上海融侨中心等重
点项目开发建设。加快推动机场东

片区脱胎换骨改造，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有序推动南北园南
块、北块和望春花地块出让，加快

推进友乐路商办楼、春秋总部办公
楼以及机场集团、东航和中航油等

主体单位存量地块城市更新等项
目建设。鼓励存量老旧、低效楼宇

更新改造，推动国展中心、虹桥天
都、虹桥友谊商城、原天山消防站等

改造提升。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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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水运经济复苏

    随着疫情有效防控，社会秩序有序恢复，春节后

水路货运量快速增长，松江水运经济复苏向好。前天，

在松江油墩港水闸口，来自长三角多地的船舶将各类
材料运往上海市各大建筑工地。水运交通具有运量

大、运距长、成本低的比较优势，适合大宗货物运输的

需要。大力发展水运经济，能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
供重要支撑。

本报记者 陶磊 通讯员 蔡斌 摄影报道

（上接第 2?）

李强指出，要准确把握现阶段
城市规划、设计的重点任务。“中心

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
型”的新空间格局，是上海“十四

五”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紧
扣平衡发展、整体发展、协同发展，

按照具有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定位，深入研究“五个新城”建设
等，推动资源要素调整优化和科学

重组，助推引领新空间格局加快形
成。要加快旧区改造和城市有机更

新，做好历史建筑、历史风貌保护
利用的大文章，注入文化元素，更

新展现形式，焕发新的活力。要推

动重点区域核心功能改造提升，精

益求精做好单体建筑设计，分析不
同功能的形态、特征以及经济活动

组织方式，创新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建筑元素符号的表达方式，因地

制宜、量体裁衣、度身定制，打造更
具特色、更有魅力的区域空间。

李强指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创造高品质的城市
生活，要在城市规划、设计中更加注

重人情味、体现高颜值、增强便利
性、提升吸引力、洋溢文化味。坚持

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在城市有
序运行中融入更多生活气息。要通

过城市规划、设计让城市建筑富有

特色、“城市家具”耐看好看、城市生

活更温馨便利，加强街心花园、城市
中央公园等景观设计。座椅、灯杆、

行道砖等既要考虑实用便利，也要
考虑视觉效果和艺术体验，使之成

为一道道城市风景线。建筑、景观
绿化等要让市民能够参与其中，滨

水空间要打造更多休憩、交流、活

动的公共空间，绿化既要可视也要
可达。上海的历史浓缩在城市建筑

中，文化赋予城市建筑以灵魂，要
让人们从建筑中更好感知上海独

特的文化魅力、浓郁的文化气息。
市领导诸葛宇杰、汤志平出席

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