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论语

    本报讯（记者 鲁哲）记者 23

日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本市将从 2021年 7月 1日起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月最低工资标
准从 2480元调整到 2590元，增加

11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从 22

元调整到 23元。

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

制就业的劳动者，劳动者在法定工
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

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
的，用人单位支付的月工资不能低

于月最低工资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本市月最低
工资标准不含劳动者个人依法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由用人单位另行缴纳。劳动者延

长工作时间的加班费、中夜班津
贴、夏季高温津贴及有毒有害等

特殊工作环境下的岗位津贴以及

伙食补贴、上下班交通费补贴、住
房补贴也不作为月最低工资标准

的组成部分，由用人单位另行支
付。

    6 月 25 日

至 7月 25日，第
九届上海荷花睡

莲展将在古猗园
举行。绿荷红菡

萏，池莲自在香。

今年花展将展出
500 个 品 种 、

2000盆荷花。
今年花展，

园方隆重推出
10 个红心荷花

品种，如“古都红

韵”“古都绛房”
“金盏红灯”等，

从花瓣到雄蕊附
属物都呈粉红色

或红色。这些荷

花均为上海首次展出。

图为一名游客正在
荷塘边写生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周馨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市防汛

办昨天透露，上海今年入汛 3周以
来虽汛情总体平稳，但面临强台风

的 8年“结界期”考验，不能掉以轻
心。据了解，上海已落实 2000余支

抢险队伍，已着手在防汛泵站集水

井安装垃圾自动清理装置，将力争
2022年全覆盖。

上海市防汛办副主任、市水务
局副局长刘晓涛介绍，上海自 6月

1日入汛 3周以来，已下了 2场暴
雨，全市平均降雨量 73.8?米，较

常年同期略偏少；各水位测站总体
平稳，均未出现超警。

虽然从目前看，上海汛情稳定，
但不可掉以轻心的是，上海今年还

面临强台风 8年“结界期”考验———

分析发现，上海几乎每 8年就受到

一个强台风影响，依次为 1997年的
11号强台风，2005年的麦莎台风，

2013年的菲特台风，今年恰好又是
一个“8年”。与此同时，近 10年来，

上海汛期呈现降水总量总体上升、
暴雨场次增多和暴雨强度增大等特

点，极端灾害性天气不能不防。

面对严峻形势，有关部门已专
项排查整治下立交、地下空间、易积

水小区、店招店牌、高空构筑物等薄
弱环节，落实 2000余支抢险队伍，

88辆移动泵车以及市、区、街镇三
级防汛物资储备，基本建立了千里

海塘、千里江堤、区域除涝和城镇排
水“四道防线”工程体系。

据了解，强化排水设施日常管

护中，上海已在路边进水口处安装挂

篮拦住树叶、垃圾等杂物，并动员 2.7

万名道路保洁人员、3000多名放水
人员在暴雨期间抢排道路积水，疏通

的排水管道已达 7883公里。
为防止垃圾堵塞防汛泵站进水

井口，降低排涝能力，上海防汛部门

还在每季度清捞排水泵站的同时，

也着手在防汛泵站集水井处安装垃
圾自动清理装置———相应自动清理

装置将力争在 2022年全覆盖。
市防汛指挥部提醒，市民在台

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期间尽量不要
外出，驾车遇到路面或下立交积水

过深时，一定要避免强行通过———

如果汽车在下立交等处熄火，应立
即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刁炳芳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21 年 6月 24日 /星期四

上海新闻 7

    本报讯 （记者 屠瑜）昨日举

行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人民建议

征集若干规定》（简称《若干规定》），
并将于 7月 1日起正式施行。省级

人大为人民建议征集专门制定地方
性法规，这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创。

上海是最早开展人民建议征集

工作的城市之一。10年前，市信访
办设立人民建议征集处。去年 7月，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正式揭

牌。截至目前，全市 16个区均成立

了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机制体制
捋顺的同时，建议类事项也大幅上

升。据统计，人民建议占信访总量的
比例已从 2012 年的 6.5%上升至

2020年的 30%，采纳率也从 58%一
路攀升至 98%。

《若干规定》特别强化了人民建
议“主动征集”方式。明确：各级国家机

关制定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作出重大决策，涉及社会公共

利益和重大民生问题的，以及就人民

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等主动征求、收
集人民建议的，可以根据需要开展专

项征集，并逐步实施目录管理。
为了让建议有互动、有反馈、有

结果，进一步激发建议人参与热情，
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若干规定》还把推动成果转化作

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重点。明确：
各级国家机关建立健全人民建议综

合研判、转化机制。同时，通过探索制

定工作举措，为立法、决策提供参考，

真正促成人民建议落实转化。
针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建议

征集也是亮点之一。在去年疫情防
控最紧张的 2月，相关群众建议“直

线增长”。为此，上海专门创设了建
议快速处理平台，成效卓著。这一成

功做法如今上升至立法层面予以固

化。《若干规定》特别提及，“及时、快
速收集、转送、汇总、分析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期间的人民建议，提高人

民建议处理的时效性。”

目前，市、区两级人民建议征集
信箱矩阵已入驻“随申办”，嵌入全

市 6100多个村居“家门口”服务体
系，城投集团老港基地、华东政法大

学等企业、高校人民建议征集联系
点相继设立。以此为开端，将进一步

整合资源、打通渠道、扩宽平台，深

度融入城市治理“两张网”，把蕴藏
在民间的聪明才智和公共责任进一

步激发出来。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将于 7月 1?正式施行

强化主动征集 激发民间才智

    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将

于 9 月 25 日揭幕，以“15 分钟社
区生活圈———人民城市”为主题，

将推出 1 个主题演绎展、21 个样

本社区体验活动，持续至 11月底。
美好的城市空间是美好生活

的载体。本届空间艺术季的主题演

绎展将于新华路街道内的上生·新
所举办，系统介绍 15分钟社区生活

圈的理念和上海实践、国内外案例；
15分钟社区生活圈样本展将在新

华路街道、曹杨街道等涵盖 14个区
的 21个社区举办，邀请市民实景体

验社区服务，参与社区营造。
“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指在

市民 15分钟步行的范围内，建设
“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社

区生活圈，努力推动实现幼有善育、
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

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
本届空间艺术季的艺术植入

单元将以社区空间为展场，更关注
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市民将

在社区中“偶遇”艺术，引发对生活、

对空间、对城市的思考，为日常生活
增添能量，为城市表情增添温度。

2016年，上海发布全国首个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2016 年至 2019 年，启动实施“共
享社区、创新园区、魅力风貌、休闲

网络”四大城市更新行动计划；

2019年起，上海选取 15个试点街
道全面推动“社区生活圈行动”，聚

焦规划空间统筹和资源政策供给，
尤其充分运用“城市体检”等空间

信息化手段为社区“问诊把脉”，重
点提升教育、文化、医疗、养老、体

育等设施的配建水平和服务功能。
目前，上海已完成 180余个项

目落地，长宁区新华路街道、普陀
区曹杨新村等一批社区整体成效

显著，社区空间环境和服务设施品
质得到整体提高，社区空间治理信

息化场景应用也为上海城市治理
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积极助力。

本报记者 杨玉红

从2480元增加到2590元
本市下月起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

城市空间艺术季将于上生·新所揭幕

在社区邂逅艺术

把“管得高效”变为“管得贴心” 方 翔

面临强台风 8 ?“结界期”考验

防汛泵站集水井安装垃圾自动清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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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在上海市城市运行管理

中心指导下，美团发布了全国首个
政务领域的生活服务平台———城

市美好生活数字体征系统。此举意
味着，用户骑单车、点奶茶咖啡、逛

公园等行为，都能间接参与上海超
大型城市的数字治理，并为城市精

细化管理提供参考。

“精细”本来就是上海这座城
市的文化底色。城市精细化管理的

本质特征是“细致、精准、高效、可

控”。在数字时代，上海需要怎样的

“绣花针”来达到更精细化的管理，

这实际也在考验着上海城市的软

实力。

共享单车、外卖点单、公园散
步等，这些事虽然微小甚至琐碎，

却能让人感觉生活的美好， 可以
帮助城市管理者观察社会、 认知

规律。 此次企业面向政府开放的
数据，均为“脱敏”后高度抽象、以

城区为维度的粗颗粒度数据。 换

而言之，这些数据均为特征性、规

律性数据，不会涉及用户隐私，同
时也有效守护了企业自身的商业

机密。

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浪潮，正催

生出一系列新方式、新体验、新应
用、新产业，释放出创新红利。2021

年第一个工作日，上海率先打响了

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发令枪，如何
评价数字化给生活带来的便利，生

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是最有发言

权的。以公园为例，服务管理水平、

公园设施丰富度、 环境美观度、便
民设施完善度、交通便利度等方面

的情况，都可以通过人们在城市美
好生活数字体征系统中的“居民评

价”模块获得，这也将带动人们踊
跃参与城市治理，践行“人民城市

人民建”理念。

企业将数据提供给了政府有
关部门，也会令有关部门更好地帮

助企业。 就拿共享单车的投放来

说，借助企业提供的数据，有关部

门可以根据轨交车站的客流量、天
气变化等情况对车辆投放数量进

行调整，这样也将有助于企业更好
地调配共享单车， 提高使用效率，

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管
得“高效”变为管得“贴心”。

聚焦 “小切口”， 解决 “大问

题”，把“微幸福”数据应用到城市
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提升人们

体验精细化管理的实际获得感，让
每个人都成为城市管理的参与者、

推动者，践行“人人都是软实力，人
人展示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