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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市民罗克平围绕“十四五”规划的主题向

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提交建议：设立上海“老

专家智库”平台，发挥退休专家的余热。这一

建议十分契合规划中“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

源”的理念，被规划编制起草组直接采纳写进

了“十四五”规划《纲要》。经过两年多努力，

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已在市十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43个市级规划基本全

部完成发布。“开门办规划”充分吸收了社会

期盼、群众智慧和专家意见。

上海首次成立由市委书记和市长担任双

组长的“十四五”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加

强规划研究、编制和实施全过程的组织领

导。规划编制历经两年半，“一年研究、一年

编制、半年印发”。

编制过程中，上海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积极吸引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首次开通

“畅想上海未来五年 ·听你说”线上线下规划

公众建言平台，收到建言2.3万余条；首次举

办“十四五”规划市民大家谈活动，B站UP主

朱明华建议做好“线上上海”的建设和宣传；

小学生毛子谦建议公共园区公共空间“错时

共享”，退休教师倪晓茹建议关注“养老精神

需求”……有关市领导和十多个政府职能部

门的代表在现场零距离听取建议，第一时间

回应解答。市民提出的“加快推进加装电梯”

“用好老年人力资源”等众多金点子，不仅吸

收到上海“十四五”规划《纲要》文本中，更直

接作为民心工程在当年工作中加快谋划和落

地。聚焦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

性和关键性问题，上海公开遴选53个课题团

队开展重大课题研究，总计开展各类研究200

余项，形成50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为规划起

草打下坚实基础。

“十四五”市级规划体系由规划《纲要》、38

个专项规划、4个区域规划和1个空间规划构

成，突出重点领域，数量更精简、内容更聚焦、

综合性更强。重大指标、重大战略任务、重大

项目是各类规划的核心内容。全市各市级规

划及各区规划《纲要》中共计设近600项指标，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装上“体温计”“传感器”；

《纲要》纳入93项具有代表性的重大项目，全市

各市级规划和各区规划《纲要》中共纳入超过

1000个项目，涉及总投资5万亿元以上。

上海第一时间推进规划任务分解落实，将

“十四五”规划《纲要》文本分解为20项重大指

标、259项重大任务和93项重大项目，明确牵

头单位和工作要求。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

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把规划作为

审核项目、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优先保障规

划选址和土地供应。同时，将各级各类规划文

本中涉及的重大指标、重大项目、重点区域等

信息纳入发展规划数据信息平台，为后续开展

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打好基础。

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近日授予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等50个集

体“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授予李沛等100名同志“上海市

‘十四五’规划研究编制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并予以表彰。 本报记者 叶薇

上海“十四五”规划编制系统谋划发挥合力

一条条金点子纳入发展蓝图

收快递还是取快递，这是一个

问题。不少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买

买买”很欢乐，“收收收”则有点烦。

有的快递员一言不发就直接把快递

放进快递箱或菜鸟驿站，要是不及

时取出，可能造成食品变质、额外收

取保管费等情况。1月7日，国家邮

政局发布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对

情节严重的擅自不送货上门等情

况，最高可处以罚款3万元。

征求意见稿一出，网友顿时“炸

锅”。许多人对快递擅自不送上门的

行为深恶痛绝，有女网友说“赶紧的，

管管吧！”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前段时间

老人下楼取快递猝死事件。尽管快递

方辩称曾打电话经过老人同意让其自

取，快递员操作“符合流程”。最终责

任如何认定姑且不表，但快递员眼见

老人搬运重物爬楼，从情理上也让人

意难平，更何况发生了让人痛心的悲

剧。但也有人表示，“我就喜欢快递

放到快递箱，感觉更保护个人隐私。”

众口虽难调，但对于发展多年的快递行业

来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有了规矩，也要与时俱

进，从严执行。2018年，我国首个专门针对快递

业的法规《快递暂行条例》施行。其中规定，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

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代收人，并告知收

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2019年，国家邮政

局发布《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再次明

确：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征得收件人同意。

考虑到快递员辛苦，尤其碰上节日促销

工作量剧增，打电话费时费力，不妨从源头分

流减负，消费者在购物时就有直接勾选“快递

进柜”“快递到楼下”“快递上门”等选项。实

在不方便送上门的商家也应事先说明，让消费

者下单前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既避免纠纷，也

让快递行业服务水平更加精细、富有人情味。

从1月1日起，本市执行新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参保群众用上新进目录内的一批好药、

新药，尤其是抗癌药、罕见病用药。近日，记者

从市医保局获悉，目录执行2周以来，参保群众

用药可及性增强，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新版药品目录内药品总数2860种，其中

西药1486种，中成药1374种，为历年来最

多。目录涉及领域更宽，患者受益面更广，74

种目录外新增药品涉及21个临床组别，包括

肿瘤、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精神病、丙肝、

艾滋、罕见病等；其中67种目录外独家药品

谈判成功，平均降价61.71%。上海企业研发

生产的27种药品通过谈判纳入全国医保药

品报销范围。此外，新版目录取消目录内原

有部分药品的支付限定，大幅提升药品临床

使用范围。为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顺利落

地，本市积极推进多项措施，通过“数据先行、

精准定位、协同配合”，确保药品配备。一是

通过医疗机构交易数据，逐个分析国家谈判

药治疗领域，指导医疗机构结合自身专业特

色，在采购中优先遴选罕见病、肿瘤和抗疫类

谈判药品，满足临床用药需求。二是向企业

和医院了解谈判药品上海供货情况和进院进

展，及时开通绿色通道，挂网新增药品，同步

调整结算系统，确保新增谈判药品“买得到、

用得上、报得了”。以乳腺癌治疗药甲磺酸艾

立布林注射液为例，纳入新版目录前，该药一

支近4000元，患者每疗程总费用约1.6万元，

需自费。纳入新版目录后，药品降幅达80%，

退休职工参保人在三级医院购买该药品每疗

程自负费用不足1000元，个人自负下降约

90%，极大减轻参保患者药费负担。

此次目录调整过程中，医保部门还降低

了目录内1300多种乙类药品的自负比例，预

计2022年可为患者减负19亿元。以治疗2

型糖尿病的达格列净片为例，个人先行自负

比例由原来的20%调降为0%，患者药费负担

进一步减轻。以治疗乳腺癌的帕妥珠单抗注

射液为例，自负比例调整后，患者每年医药费

用负担减轻近万元。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

春林表示，上海扎实推进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落地常态化、制度化，统一执行新版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并调降了药品的自负比例，体现了

上海医保部门始终坚持以保障人民健康为己

任，有效推动“三医联动”改革，切实减轻了人

民群众看病用药费用负担。 本报记者 屠瑜

本报讯（记者 毛丽君）“水乡客厅”重点

建设项目全部展开、跨省域轨道交通沪苏嘉

城际开工建设、元荡23公里生态岸线修复工

程全部竣工……昨天，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理事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总结示范区2021年工作，研究部署示范区

2022年重点工作，示范区2022年“作战图”出

炉，71项重点工作明确。

2022年是示范区揭牌后的第三个完整

建设年，更是深化攻坚年。示范区工作将突

出深化和集成，抓好制度创新重点突破、落地

见效和复制推广，发挥“不破行政隶属、打破

行政边界”示范效应；突出集中度和显示度，

集中力量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为区域高质量

发展赋能；突出一体化和高效率，健全理事

会、执委会工作机制，完善示范区治理体系，

推动三级八方形成更强合力，努力在示范区

第三年建设中取得更大成效。

今年示范区重点工作将聚焦持续推进

一体化制度创新、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持续抓好重点事项推动、开展重大前瞻性问

题研究等四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结合示

范区建设实际，示范区在前两年制度创新

“8+1”重点领域基础上，将新增碳达峰碳中

和，形成“8+1+1”重点领域，同时，将聚焦重

点难点问题加大攻坚，形成新一批更具含金

量的制度成果。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包括

“水乡客厅”、沪苏嘉城际、元荡生态修复和

功能提升三期工程等在内的“一厅三片”重

点区域、互联互通、生态环保、产业创新、公

共服务以及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

域项目建设将加快推进，为示范区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

“示范区的‘作战图’已确定，今年重点围

绕71项重点工作，我们将进一步种好一体化

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在制度创新方面，今年

预计将形成30项左右新的更具含金量的制

度创新成果。”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上海市

发改委副主任张忠伟说。

本市积极执行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买得到 用得上 报得了确保
新增谈判药

今年长三角示范区“作战图”出炉

上海市百一店曾拥有亚洲首条轮

带式自动扶梯。1982年3月，经修缮，

停用多年的自动扶梯将重新启用。消

息不胫而走，市民翘首以盼。新民晚

报编辑部决定在电梯向市民开放的首

日，发一图片新闻，以飨读者。

那时新民晚报尚在九江路41号临

时社址，距市百一店不远。那天，我一

早就出发，步行前往现场采访。商店

开门之后，只见底楼商场的自动扶梯

前不一会儿就聚集了许多市民。当

年，乘一下自动扶梯，算是件时髦的

事。大家依次排队登梯，排队的队形

打弯绕着电梯足有三圈多。

现场的盛况不出所料，但怎么拍

好照片呢？我请商场职工帮忙，搬来

一把高凳，站了上去。居高临下看，景

象“闹猛”但有序，我适时按下快门。

“市百一店自动扶梯启用”图片新

闻刊登在当天新民晚报头版，那还是

新民晚报复刊不足百日的时候。40年

过去，“上上下下”从辛苦变成享受，现

在变成“标配”。照片留存，成为时代

的印记。 周铭鲁 图 解雯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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