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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申城，如果要寻找一处古老、富有诗
人气质、极具文化认同感的城市地标，那就
应该是———老西门的上海文庙。

本月，文庙启动大修。大修之后，最令人
期待的是：文庙诗会，后会有期。

老西门，500岁， 上海老城厢发祥地之
一，历史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 文庙、四
大书院、徐光启故居、申城最早的中学敬业
中学、最早的小学梅溪小学，都在老西门。多
年以来，在老西门街道辖区，一个以文庙历
史建筑群为核心的开放式街区， 自然形
成———北起复兴东路，南至尚文路，东起河
南南路，西至中华路。 就像人，气质相貌，各
不相同。 文庙街区，最鲜明的气象，就是文
气。 漫步文庙街区，拜访文庙，邂逅诸多学

校、中华老字号，以及优秀历史建筑；还有，

龙门邨、景德里、普育里……传统民居星罗
棋布，生动展示老城厢风貌，鲜活演绎市井
风情。 只不过，岁月远走，里弄垂暮，街区老
旧，亟待更新。

文庙大修， 改扩建工程总建筑面积达
13162.14平方米，拆除违建，新建致道书
斋、观德堂、尊经阁……恢复文庙西庙轴、东
学轴的传统规制布局。 大修后，文庙原有规
制得以恢复，历史建筑与周边石库门民居交
相辉映，文庙特色街区浑然天成。

重要的是，城市更新，古老文庙大修，不
只是一处老建筑改扩建，而是一个“资深街
区” 在社区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全新探
索———让城市更新既传承历史文脉，又创新
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

最近 15年，在文庙，最令人记忆深刻的
街区活动，一个是新春楹联大赛，另一个是

端午诗会。

诗歌，究竟是什么？ 孔子说：诗三百，风
雅颂，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可见，中国诗歌，从来都是气象洒脱，不
拘一格。诗歌，可以是情绪的表达，抒发喜怒
哀乐；也可以是情操的涤荡，寄托家国情怀。

从这个意义上说，楹联，也是一种诗歌。 因
此，无论新春，还是端午，文庙奉献给人们
的，都是诗会。

15年以来，在文庙，老西门楹联大赛，

年年见。 楹联大赛以上海文庙为基地，唱响
主旋律，集聚正能量，征集楹联作品超过 5

万副，数千人参与，分别来自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加
州、澳大利亚悉尼等地。 普及楹联文化，老
西门“楹联送福”进社区、进楼宇、进地铁、

进军营， 举办两岸楹联文化交流活动，成
立楹联学堂和沙龙。 老西门街道，被中国楹

联学会命名为全国首个 “中国楹联文化社
区”。 楹联大赛、端午诗会，也就成了文庙街
区的“文化名片”。

而今，文庙街区治理，核心关键，就是以
党建引领、以文化凝心聚力，充分挖掘街区
文化资源，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让一片
现代化街区既充满新鲜活力，又洋溢生动气
韵。 一个目标是，漫步文庙街区，扑面而来
的， 是毫无违和感的文化认同———文化同
根、区域同地、家园同建；与认同感相伴，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生发生长。

人民城市发展史， 就是一部城市更新
史。 文庙街区更新，将会怎样美轮美奂？ 老
西门楹联大赛的一副经典作品，写照未来，

很合适———“小刀斩雪，开沪上新天，日月有
情怀赤子；大笔点春，歌人间盛世，湖山无恙
慰红巾”。

放心，文庙诗会，后会有期！

文庙诗会，后会有期
姚丽萍

    本报讯（记者 杨硕）上海市政府办

公厅近日印发了《上海加快打造国际绿色
金融枢纽 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总体目标提出：到 2025

年，上海绿色金融市场能级显著提升，绿
色直接融资主平台作用更加凸显，绿色信

贷占比明显提高，绿色金融产品业务创新

更加活跃，绿色金融组织机构体系进一
步完善，形成国际一流绿色金融发展环

境，对全国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更加有
力，在全球绿色金融合作中的角色更加

重要，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交
易、定价、创新中心，基本确立国际绿色金

融枢纽地位。
《实施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 24项举

措，包括加强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创
新绿色金融产品业务、健全绿色金融组织

机构体系、强化绿色金融保障体系、加大
金融对产业低碳转型和技术创新的支持

力度、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营造良好
绿色金融发展环境。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介绍，为
做好《实施意见》贯彻落实，下一步，上海

将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围绕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需

求，进一步激发绿色金融市场活力。 发挥
上海金融市场门类齐备的优势，更好服务

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发展碳金融市场，完善
市场服务功能。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

券、绿色保险、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投资等绿
色金融产品业务，加快引进培育一批绿色

金融专业组织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

二是把握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机
遇， 进一步探索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推动形成更具操作性的绿色项目评估和
认定体系，建设和完善绿色项目库，更好

促进绿色产融对接。支持优化金融机构绿
色金融业绩评价标准。支持上海金融市

场、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国
内及国际绿色金融标准研究和制定。探索

上市公司碳排放信息披露，探索强制性金
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等试点。

三是依托金融开放枢纽门户地位，进
一步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提升上海绿

色金融国际化水平，鼓励境外投资者通过
上海金融市场开展绿色投融资。发挥上

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跨境资金流
动先行先试优势，为绿色企业提供更便

利的跨境投融资服务。加强与国际金融
组织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促进绿色金融国际交流，建

立绿色金融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气候投融资国际合作。

四是守牢金融安全底线，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风险监
测防范机制。 营造良好绿色金融发展环境，建设上海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健全绿色金融支持配套机制，加强
绿色金融人才培育。支持在沪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开展金融
机构气候变化风险压力测试，引导金融机构做好绿色金融

创新过程中的风险监测、预警、评估与处置，积极稳妥做好

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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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解敏）就业是民生

之本、也是最大的民心工程。在昨天举行
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局介绍《上海市就业和社会

保障“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相关情况。未来 5年，上海城镇调查失业
率将继续控制在 5.5%以内，城镇新增就
业岗位每年不低于 50万个。

就业形势持续稳中向好
去年，上海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并在

今年持续稳中向好。截至 9月末，全市

整体就业人数 1076.13 万，同比增长
38.35万人。城乡登记失业人数为 14.42

万，控制在 18.5万的目标范围内。1-9

月，新增就业岗位 57万个，帮扶引领成
功创业 11635人，帮助 9836名长期失

业青年实现就业创业，均已超额完成了

全年目标。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赵永峰

介绍，根据《规划》，未来 5年，上海城镇
调查失业率将继续控制在 5.5%以内，城

镇新增就业岗位每年不低于 50万个，职
业技能培训规模 500万人次，各项养老

金水平合理增长；居民整体创业活动率

将保持在 12%左右，新增高技能人才 20

万人以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年度结案

率不低于 92%，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
按期结案率不低于 98%，就业和社会保

障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可以网上办理比例
达到 100%，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

2000万。

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实现更

高质量的充分就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副局长张岚介绍，上海将全面强化
就业优先政策，依托重点产业和新产业

发展及五个新城建设，提高就业岗位供
给数量和质量；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全面推行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本市将多措并举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帮助困难群体、
农村劳动力就业。

未来 5年，上海将大力发展人力资
源服务业，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优化

公共就业服务模式，完善全谱系的公共
就业服务供给。运用大数据强化关联信

息分析，完善监测机制，精准研判重点群

体的就业状况，制定防范和应对大规模
裁员和失业风险应对预案。

管好老百姓的保命钱
就业资金和社会保障基金事关民

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费予

清介绍，未来 5年，上海将进一步加强资
金和基金监督管理。研究制定就业资金

监管办法和社保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将
违法单位或个人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开展联合惩戒，使其“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运用“一网通办”等平台和采用大数
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开展信息共享比对和

数据稽核监督，提升非现场监督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

借助社会专业审计机构开展检查和
社会监督。畅通举报、投诉渠道，依法受

理和查处涉嫌欺诈、套取资金和基金的
违法行为。形成“预算决策有评估、预算

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
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

理新机制，不断完善社保政策，提高社保
基金预算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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