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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神

让让都都市市风风范范充充分分彰彰显显

    公共交通是一座城市的窗口，是展现

城市魅力的重要平台。但现在上海的公交
车站普遍较为单一，缺乏文化特征。在不同

公交车站，可以因地制宜增设一些介绍海
派文化、红色文化的宣传海报，让市民和来

沪游客在候车间隙能了解上海的城市底

蕴。比如，在中共一大会址附近的公交站

点，就可以增设建党百年光辉历程的宣传

品，并附上上海红色景点的参观攻略。同
时，在地铁站台、高铁站等公共交通上下客

区域，同样也可以设置类似的海派文化的
宣传介绍，或者播放城市形象宣传片，充分

展现上海的城市精神。

建议人：姜渊卉

建议

让公交车站展示
上海的魅力

    黄浦江滨江 45公里岸线贯通后，我经

常和家人去散步。漫步其中，能感到母亲河
的两岸越来越美丽。我曾经就完善滨江岸

线公共服务提过人民建议，希望滨江岸线
能完善避雨、交通、防汛墙美化、便民服务、

应急服务等。值得欣喜的是，浦东、虹口、杨
浦滨江岸线新增不少服务驿站，市民走得

吃力了能歇歇脚，“天落雨”了能避避雨，还

有咖啡店和无人超市，可谓十分便利。相比
之下，黄浦滨江段较为缺少这些设施，我希

望岸线上能多增设些市民驿站等，让每个
人不仅能感受到上海的美丽，更能感觉到

上海的温度。

建议人：林雯玉

让让天天下下英英才才近近悦悦远远来来

    进博会如何以点带面、精准发力，持续

提升值得思考。进博会的核心是贸易带动
开放，继而发挥溢出效应，而人才软实力的

“破圈”尤为关键。

我建议以进博会为契机，建立更开放

的人才集聚机制，让各圈层人才来得了、待

得住、用得好、流得动，有归属感、幸福感。

同时促进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及友好城市的

人才交流；制定更具上海风格的“浦江计
划”，使机制更趋科学、高效。同时，破除人

才发展体制性壁垒和政策性障碍，进一步
释放人才活力，激发创新动力，让“近者悦

而尽才，远者望风而慕”。
建议人：王志明

    为促进上海远郊地区教育、卫生和农技

事业发展，“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关键一
招，因此我提出进一步完善居转户政策规定

的建议。《关于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
办本市常住户口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2011

年印发，有效期延长至 2024年。实际操作
中，有些学校在文件出台后才设立，故而未

能进入文件所列学校清单，在引进人才、留住

人才方面遇到了障碍。因此，我建议相关部
门动态管理、及时更新名录清单，为人才松

绑、留住人才。不断优化完善居住证积分、居
转户、直接落户等梯度化引才政策，鼓励和引

导优秀人才向上海集聚，向远郊和基层一线

流动。 建议人：周花

让让法法治治名名片片更更加加闪闪亮亮

    消防通道是火情发生后实施营救的

“生命通道”。我在实地走访时发现，居民
区消防通道日常监管缺失，被占被堵情况

不在少数，有的是因为消防通道标识不

清，有的是由于日常监管缺失。我国已出

台有关法规，明确必须保障“生命通道”的
畅通，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常常无法落实到

位。建议相关部门应当明确责任主体，督

促指导物业公司履行消防通道管理职责，
认真开展日常巡查，对违法行为及时制

止、及时劝阻，如拒绝整改，应及时向管理
部门举报。严格执法、人人守法，城市的法

治名片才会更加闪亮。

建议人：虞国伟

    不少互联网平台频频被指“大数据杀

熟”，由于平台所占据的市场垄断地位，造
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举证难、维权难。建议作

为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上海，应尽快出
台相关法规，用“法治精神”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一是规范数据使用。细化“大数据
杀熟”的界定，规范平台用户数据的使用，

加强用户信息保护。二是加强垄断监管。推

进平台商品和服务信息公开透明，保障消

费者的知情权，破除信息不对称。三是破解
“维权难”。探索举证责任倒置，对于投诉举

报，由商家平台自证“清白”。明确商家平台
伪造篡改证据的法律后果，消除维权难、难

维权的堵点。 建议人：饶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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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让滨江岸线公共
服务更完善

建议

“进博会效应”让
人才“破圈”

建议

完善居转户政策
留住人才

我发现进博会场馆内

标牌、指示以及各类背景板
均只使用中、 英两种语言，

这对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的
外宾外商来说，要准确辨识

标志、 方便使用场馆设施，

存在一定困难。 进博会应结

合实际需要， 增加法语、德

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种。

老旧小区架空线

初期建设标准不高，各
种管线杂乱无章、错综

复杂，严重影响小区环
境。 建议进一步深化

“美丽家园”建设，整治
改造老旧小区架空线，

着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和获得感。

上海应研究建立全

市层面的碳普惠协调推
进机制，开展碳普惠顶层

设计，并逐步建立基于碳
普惠机制的管理和交易

体系，探索跨地区的碳普
惠协调机制，助力长三角

和其他对口扶贫地区协

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深入细化研究

“一江一河”各重要节
点控制性详细规划，

传承保护好城市风貌
特色， 做深做实城市

色彩、公共空间、休闲

旅游、 生态环保等专
项规划， 着力抓好规

划实施。

在垃圾分类投放过

程中， 很多市民感到湿
垃圾破袋非常不便。 希

望相关部门加强协作，

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

加快研究、 逐步推广可
降解环保垃圾袋， 尽早

实现不破袋投放湿垃

圾，巩固垃圾分类成果。

以“揭榜制”为代表的科技

悬赏制度，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发
展关键问题的重要手段。上海在

科技创新“揭榜制”方面作了积
极探索,取得不小成绩，但仍存

在执行主体不明确、治理协同性
不强等问题，建议上海可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进一步探索“战略

性项目揭榜制”。

上海除辰山植物园、崇明

东滩湿地公园等设有专业科

研机构的公园外，绝大部分公
园科普意识薄弱，科普手段缺

乏， 科普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建议公园在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的同时， 应在普及自然知
识、增进自然探究等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

上海火车站设有自

助制证机， 以方便旅客
办理临时身份证。 但办

理过程中需手动输入个
人信息。 由于制证机屏

幕没有防偷窥保护，易
发生信息泄露。 建议增

加防护措施， 更好地保

护个人信息。

如何向接触信息多、有着强烈自

我意识的新生代更好地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是个全新的课题。 要积极推

动思想政治课“教”与“学”的转变,鼓
励和引导学生参与教学实践,要加强

思政课场景化和体验化，强化学生的
认知与体验，引入“互动化”元素，以

学生喜欢的方式推动主动学习、探究

学习。

目前部分社区健身设施

存在“管护难”的问题，应当进
一步厘清部门职责、健全长效

管理机制，把社区健身设施真
正维护好、管理好。同时，应升

级健身设施，大力推广使用安
全性高、 耐用性好的健身设

施，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上海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解决

老人“用机难”问题，让“走得慢”

的老年人享受信息时代带来的便

捷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建议针对
老年人手机交流、就医、购物等实

际需求, 开发智能手机公益课程，

并组织开展社区培训辅导,让老年

人学习新事物、学到新本领、发现

新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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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严格执法守护
“生命通道”

建议

运用法律破解
“大数据杀熟”

《上海民声》一年间，我们倾听民声民意，我们收获民
智民慧。高手在民间，他们的金点子，展示的是这座城市的
软实力，就是这座城市的软实力。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
品格———今天，建议达人用软实力助推城市软实力的提
升。相信，当“软实力”遇上“软实力”，一定会释放出“1+1
大于 2”的几何级倍增效应；期待，我们的城市将更加人性
化、更具人文化、更有人情味。

让让文文化化魅魅力力竞竞相相绽绽放放

    一座书香氤氲的城市，让人流连忘

返。如何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便
利，打造“线上借阅”平台，强化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的想法悄然萌发。

上海正积极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
设，上海各级各类图书馆应积极拥抱新

趋势、新变化，尽快推出“线上借阅”服

务，满足广大市民在借阅图书方面新的

需求，这也能大大提升市民的阅读“感受
度”和城市公共服务亲和力。追求高品质

生活，阅读是重要内容之一。在“网上借
书”的社会文化效应推动下，让热爱阅读

蔚然成风，让文化魅力竞相绽放。

建议人：张佳

    在百年工商业发展中，上海诞生了许

多“老字号”。作为在这里生活 8年的“新上
海人”，我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也是从接触

“老字号”开始的。然而，在消费观念升级、
网络购物普及中，有的“老字号”销声匿迹。

老字号产品频频“出圈”，大白兔联合美加
净开发的润唇膏、百雀羚与喜茶玩跨界等

迅速成为新晋网红。但老树新花“红一时”容

易，后续更应持续发力。“老字号”要转变观
念，找准市场定位，产品研发销售既要满足

传统消费习惯，又要契合年轻人的消费偏
好，拥抱互联网、勇于数字化转型，让“老字

号”成为上海亮眼的文化名片。
建议人：张贝

让让现现代代治治理理引引领领未未来来

    在“数治上海”进程中，以网络形式公

布应急预案应当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举
措。但是，我在上海的政府网站、卫生健康

委员会网站、应急管理局网站等检索发现，
仍存在没有编制或公布有关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的预案。《上海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专项应急预案》没有在官方权威网站上

公布；有 6个区没有发布相关应急预案；有

6个区公布时间在 2015年之前；很多区的
应急预案与上海市应急预案在内容上极为

雷同，没有体现出细化或区位特点。因此，
我建议通过网络途径公布应急预案、统一

应急预案公布网络平台，加强应急预案的

评估与更新。 建议人：刘志欣

    在工作中，我发现一起“居民不服违

法建筑认定行为”的行政诉讼败诉案例，
原告方利用认定撤销的“空窗期”将房屋

交易转让。深层次的问题根源在于机构
改革后，房管部门与城管执法部门履职

更替，现行职能部门沿用了原职能部门
的法定文书，却没有发现此类文书不符

合现行法规的要求。

为此，我建议在城市的现代治理中，对
于机构改革后存在履职更替的部门应由市

政府相关法制部门牵头及时开展文书梳
理，确保法定文书的合法依规。在无缝衔

接、高效运转中，让现代治理引领未来。

建议人：董王磊

建议

打造“线上借阅”

丰富文化供给

建议

让老字号“回春”

擦亮文化名片

建议

优化应急预案
管理体系

建议

无缝衔接确保
治理效能

让让核核心心价价值值凝凝心心铸铸魂魂

    我是一名上海的小学生，暑假期间学

校让我们多走进红色展馆，多发现“红色之

美”。在展馆参观时，那些生动的革命事迹
深深震撼了我。我萌生了想做小志愿者、小

讲解员的念头，向小朋友讲述初心故事，传

播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我希望自己的心

愿能实现。

在学校，老师教会我们 24个字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妈妈也常说，做一个温暖
的人就要在润物无声中“传播美好”。因此，

我建议能让更多小志愿者、小讲解员参与
到核心价值的传播中。童心向党，一起讲述

“红色之美”。

建议人：励小茉

    在参与非遗研究中，我切身感受到传

承非遗独特魅力和弘扬“工匠精神”的迫切
需求。家国情怀、敬业诚信、精益创新———

“工匠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在要求，更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实践载体。
非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亟需挖掘新一代传承人，进行“活态保护”，

重新回到市民生活中去。加大职业培训力
度，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互联网+非遗

文创”，新一代的非遗传承人追求的应该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和工匠精神在价值理念、价值追求、价值目

标上的高度一致。 建议人：陈实

建议

小志愿者传播
“红色之美”

建议

传承非遗厚植
“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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