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 江跃

中）上海市民营企业总部颁证仪式
暨上海市民营企业总部服务中心揭

牌仪式昨天下午在市政府举行，30
家民营企业总部代表企业获颁牌

匾。目前本市已认定了 274家民营
企业总部。

此次授牌的 30家民营企业总

部代表，16 家为 2019 年度认定的
民营企业总部，14 家为 2020 年度

认定的民营企业总部，区域分布覆
盖本市所有区，业务涵盖了制造、批

零、信息服务、科技等多个领域，均

是反映本市民营经济发展的代表性

企业。
自 2019年起，市商务委、市发

改委、市经信委以及市工商联共同
认定了本市 274家民营企业总部。

这批总部企业行业涵盖包括制造、
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信息服务、建

筑、房地产、金融、文化、居民服务等，

年业务收入超 3?亿元，吸纳就业超
50?人，充分体现了民营企业总部

在助力本市“五型经济”发展、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本市加大力度推动民

营企业总部发展，除市级层面印发

了《上海市鼓励设立民营企业总部
的若干意见》，在金融、出入境、贸易

便利等领域给予支持外，各区均出
台了推进民营企业总部发展的配套

政策与服务举措。此外，本市积极构
建民营企业总部服务体系，市区联

动，建立民营企业总部沟通联络机

制，还指导成立上海民营企业总部
联盟，50余家民营企业总部成为首

批联盟会员。
仪式上，“上海市民营企业总部

服务中心”也正式揭牌成立。

    最近，上海一批残友正在策划一
件大事： 重走革命路， 坐上无障碍大
巴，去江西看看南昌起义的革命圣地，

沿途，还要爬两座山。 这些残友中，不
少还是乘坐轮椅出行的下肢残障人
士，对于他们来说，爬山，可能吗？

残友们的回答很幽默：“请把问
号改成感叹号。”没错，近几年来，越
来越多的上海残障人士走出家门、

走出上海，不仅玩转上海，还坐着轮
椅登上了黄山、泰山……

盲人“看”电影，聋人打电话，肢
残障人士登山， 这些原本看上去是
天方夜谭的事，都在逐渐成为现实，

靠的不是魔法师的魔杖， 而是上海
无障碍环境的不断提升和完善。

近日，首部《上海市无障碍环境
建设与管理办法》 通过市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将于 6? 1日正式颁布
实施。 上海无障碍环境建设历经近
40年的阶段式发展，这部《办法》的

制定，对全体上海人来说，都是一件
切身相关的大事。

在过去很多年里， 人们有一种
固定思维：无障碍设施，服务的就是
残障人士；无障碍设施建设，对口的
部门就应该是残联。所以，提起无障
碍设施， 人们总是首先联想到盲道
和频上热搜的导盲犬； 碰上无障碍
设施有故障， 也是第一个想到找残
联投诉甚至投诉残联工作不到位，残
联工作人员还因此受过不少委屈。

其实，这是一种误区。 无障碍设
施可以不包括导盲犬，实际上，它是
属于残障人士辅具的范畴。为导盲犬
提供便利的工作环境，才是无障碍环
境建设的一部分。 但是，导盲犬获得
的极大关注度，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
人们对无障碍福祉的关注和在意。

是的，伴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和人
文环境、服务理念的提升，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无障碍设施服务的远不仅

仅是残障人士，还包括老年人、儿童、

伤病患者等各类群体，所以，它的设
计也需要具备面向全人群的通用性。

仍以导盲犬为例， 在此次办法
的制定过程中，有市民建议，在条款
中不应该只写服务盲人的单一类型
辅助犬， 还应该考虑服务其他人群
的导听犬、安慰犬等等。这条建议也
被采纳，最终表述为“辅助犬”，充分
考虑到全人群的不同需求。

无障碍环境惠及全人群， 无障
碍环境建设也是一桩牵涉方方面面
许多部门的系统工程、民心工程、温
暖工程。 上海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始
于上世纪 80年代，最早集中在市区
主要道路和新建大型建筑中。 1993

年颁布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对城市无
障碍设施建设做出了相应规定，标
志着上海无障碍设施建设进入正式
轨道。 2003年，全国第一部无障碍

建设地方性法规———《上海市无障碍
设施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 正式发
布，推动无障碍设施建设进入全面推
进的快车道，并在 2005年获得“全
国无障碍设施示范城市”称号。

2010年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对
上海无障碍环境发展意义重大。 在世
博会举办前后， 上海的无障碍建设
从单一的设施建设向全方位的环境
建设转变，目标提升为打造“全方位
无障碍”的上海城市环境体系，信息
交流、公务服务、居家生活等领域得
以纳入视野。

近年来， 上海无障碍环境建设
佳音频传，每年都有新的突破。在全
市轨道交通新建、 改造无障碍电梯
等设施，在全市 16区行政服务中心
配备远程视频手语翻译服务， 在全
市众多商业影院和社区放映点播放
无障碍电影， 在全市各大图书馆提
供读书机和语音读屏阅读， 每年在

全市改造两个无障碍银行网点，在
全市公共场所设置逾 8000个残障
人士专用停车位， 开展家庭无障碍
改造，在上海两会开幕式和市政府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现场同步手语翻
译电视直播……一项项， 一桩桩，从
硬件和软件上彰显上海城市温度。

近来，有市民惊讶发现，身边不
仅出现了聋人快递小哥， 还有听力
残障人士经过体检、 考出驾照后当
上了专车司机，在钦佩他们的同时，

不仅也感慨上海和上海人的包容与
尊重， 让有障碍的人士也能平等参
与无障碍的生活与工作。

在 2020年“国际残疾人日”到
来前夕， 一部宣传无障碍环境建设
的公益短视频《有爱无碍》打动过不
少网友。有爱，无碍，是上海温度；有
法治保障和制度建设， 推动无障碍
环境建设进入跃升期， 是 “人民城
市”的理念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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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⑨

2021年度“上海工匠”

培养选树活动启动

轮椅登山不是梦
孙 云

新民眼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静安壹字读书会创新党史教育新模式

“三个一”构筑新时代文明
实践全民阅读大平台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招募

一批推广人，搭建一张阅读网，精
心打造一个读书会品牌，最终构筑

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全民阅读大
平台。昨天，静安区“壹字读书

会———‘全民阅读’新时代文明实
践”项目，在静安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启动，并推出了首场阅读活

动，将党史主题教育融入其中，创
新党史教育模式，这也是开展“永

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教育实践活
动的一次新探索。

静安区是上海红色资源主要
承载区之一，上海 30余处早期中

共中央机关旧址中，包括中共二大
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共有 20余处

在静安。
此前，静安区委书记于勇在

“初心足迹：毛泽东在上海”红色研
学线路首发仪式上表示，为了进一

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把红色资源
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静安区将继续创新
方式，积极打造红色文旅的“静安

样本”。

上海市委党校刘泾教授从
“党”字开讲，娓娓讲述党创建初期

的历史故事，其中不少就发生在静

安。静安作为“党的诞生地”所持续
开展的“红色遗址保护、红色基因

传承、红色品牌打造”三大行动，刘

泾认为这是上海红色文化品牌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刘泾向

热情的听众推荐了《红色的起点》
《大国雄心》《信仰人民：中国共产

党与中国政治传统》等有代表性的
书籍。

听众张女士表示，自己是新静

安人，参加读书会，听了刘泾教授
的讲座，感到无上光荣，在静安奋

斗，为静安添彩，要成为每一个静
安人的责任和使命。

读书会仪式上，首批推广人接
到了大红的聘书，他们将作为各街

镇、各机构的领头人，负责读书会
的宣传推广、影响并组织读者参与

活动。
据了解，作为上海“市民修身

行动”特色项目，壹字读书会由中

共静安区委宣传部、静安区文明
办、静安区学促办主办，中国作协

社会联络部、市委宣传部等指导，
新静安集团、上海江东书院等支

持。自 2017年启动以来，以“识文
字、知文化、感受文明”为理念，累

计举办 30期，在市民中传播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在当下
众多的读书会中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和品牌。
静安文明办负责人表示，被疫

情按下暂停键的壹字读书会重启
后，将走出机关，走向楼宇，走向社

区，走向校园。上与中国作协和市
宣传文化部门对接，下与区域内机

构以及街镇村居链接，今年，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街镇分中心、

各实践点将织就一张多级联动阅
读网，为党群组织、机构、家庭构筑

一个文明实践大平台，根据各群体
特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逐步实

现“传思想，育新人，树新风”的重
要目标。

    本报讯 （记者 鲁哲）今天，

2021年度“上海工匠”培养选树活
动在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

进出口交易会上拉开帷幕。今天开
始，全市职工个人可自荐申报“上

海工匠”，参与比拼。
自 2016年起，市总工会用 10

年时间培养选树 1000名“上海工

匠”，打造一支与加快上海建设科
技创新中心和实施“中国制造

2025”要求相适应的高技能人才队

伍。目前本市已诞生了 5批共 480

名“上海工匠”，并产生区局（产业）
级工匠近 1500名。

2021年上海工匠选树活动申
报阶段将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 5

月 28日，报名渠道设有三种：单位
推荐、社团推荐和个人自荐。

报名者若通过最终审定，将由

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上海工匠”称
号，并颁发“上海工匠”大铜章、证

书和一次性奖金。

上海向30家民营企业总部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