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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医生，我在前两年的提案基本
上都是和医学有关，此次我作为主要负责人提
交的《关于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建议》，是我从日常的一
台骨科手术中有感而发。”上海市政协常委、民
进市委副主委、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说。
据张伟滨介绍，这台手术中的高龄老人

原本在骨折之前，生活完全能够自理，也不需
要小辈过多照顾，但是在骨折后，生活完全变
了样。虽然手术缓解了病情，但是家里人因
为找不到进行术后护理的合适地方，而迟迟
不肯接老人出院。这种状况也让张伟滨很有
感触，“早几年，80岁以上的老人骨折后基本
都是采取保守疗法。但是现在，80岁以上老
人做手术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还有90多岁
老人因为骨折上手术台的，但是一个很大的
问题就是，术后恢复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

张伟滨说。
为了写好提案，张伟滨和界别中的医生

们一起走访了上海的多家养老院，但是从实
地调研的情况来看，并不能让他们满意，“现
在的一些养老院对于老年人护理比较缺乏，
有些养老院遇到问题只会打120，最基本的心
肺复苏都不会做，因而我们在提案中建议，研
究个性化的‘医养、康养’模式，重点关注逐渐
丧失自理能力和严重病患老人群体，针对不
同老年群体的身体机能和精神需求，制定精
细化的服务对策。”张伟滨说。
提案的“冷”和“热”，并不在话题本身。

有的话题偏冷，但因为有鲜明的观点、具体的
建议，反而会很“热”；有的话题本身很“热”，
却因为空对空的议论多而实打实的建议少，
反而显得生冷。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今天
开幕，从目前已经提交的提案来看，政协委员
们以专业的角度提出客观可行的建议，做到
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
上海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市委秘书长朱红

和其他三位市政协委员此次提交了一份《关
于加强老年抑郁防治工作的建议》，他们通过
在上海黄浦区、奉贤区和松江区发放调查问
卷后发现，有焦虑情绪的老年人占3.5%，有抑
郁情绪的占6.5%，老人的年龄越大，出现抑郁
的比例也越高。他们建议持续培训专科人
才，包括老年精神科医师、老年心理治疗师、
评估师等措施。
越是民生改善的实事、社会治理的难事，

越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密切，越需要
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针对目前社会上一些
人担心育儿假成为“纸上权利”，在今年的政
协会议上，27位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关于延
长产假增加育儿假背景下平衡企业及女性就
业利益浦东先行先试的建议》，这份提案建议
政府以各种形式奖励那些雇佣育龄女性或者
生育女性的企业，激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形
成良性的循环。
政协委员是政协工作的主体，政协工作

提质增效，关键在于委员切实发挥主体作用，

更好代表各界群众参与国是、履行职责，做到
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与
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
福利会托儿所所长方玥近年来的提案一直聚
焦于托幼领域，今年她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快
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立法的相关建
议》。在总结自己的日常工作经验以及在日
常的履职走访之后，她认为，上海迫切需要通
过地方立法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学前教
育与托育服务事业从“幼有所育”向“幼有善
育”提升，加快发展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匹配的一流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方玥委
员表示，通过立法，将0-6岁学前教育与托育
服务两项工作纳入一体规划，系统保障，充分
尊重儿童全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实现科学
衔接，推进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可持续发展。
履职“沉”下去，让老百姓感受到政协委

员就在身边；提案“走”出来，唯有脚踏实地调
研，才能撰写出“高言值”提案，切实做到“协
商于民、协商为民”。

上海是全国最早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的户

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533.5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

36.1%。而2020年上海市人口出生仅12.76万，占全市总人口数

2487万的0.51%，据悉，这两年来还在呈下降趋势。

建议多措并举，在机制上尽快研究和推出更多有利于优

生多胎的实质性扶持政策，充分调动市民多胎生育的积极性，

并在引进人才落户政策中，加大多胎普惠性政策等的扶持力

度；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进行个税的抵扣和经济的补贴，加

大托育服务的公共供给，完善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赋能优生

多胎，为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化的卓越城市增添持久的动力和

活力。

“走”出来的提案，有温度
方 翔

2020年抗疫以来，医务人员众志成城，承接机场24小时驻

点值守、突发散发疫情社区核酸检测、居家隔离观察、隔离转

运、发热哨点、疫苗接种等各类防控工作，始终战斗在防控疫情

第一线，任劳任怨。

目前，本市中心城区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编制急需

补充。因为一旦缩编，基层社区卫生工作将得不到新鲜血液

有效补充，不少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将受到影

响，乃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无法兼顾开设门诊医疗、公共卫

生服务、病房康复、健康教育指导及疫情防控等多项工作。

为此，建议关爱医务人员，拿出实招大力充实基层社区卫生

服务力量。

房屋买卖，难免遇到“一房数卖”。2018年，住建部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

了建立房屋网签制度，加强房地产行业管理、落实调控政策、

规范市场秩序、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

无疑，建立房屋网签制度对于规范当事人的交易行为、防止

“一房数卖”具有重要意义。而现实操作中，亟待明确的是司法

审判与网签行政管理之间的协调与衔接。事实上，房屋网签具

有“昭告天下”的公示作用，应当赋予其优先效力。为此，建议司

法审判与房屋网签行政管理之间进行有效协调、无缝衔接，堵住

现有房屋交易中存在的漏洞，保障和维护房屋交易安全。

总部经济对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

体系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上海在发展总部经济方

面，与世界一线城市东京、纽约相比差距明显，与北京相比也存在

较大差距。

建议上海加大力度实施“总部增能行动”，拉长长板、补齐

短板，推动上海总部经济在“十四五”时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应突出全球资源融通配置，增强城市核心服务国际竞争力，增

强金融服务资源配置能力；实施“总部增能行动”，持续提升总

部经济的能级，以浦东新区为试点，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

开放，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先行先

试为引领，进一步增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全球资源配置和开放

枢纽功能；整体提升上海营商环境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转变

政府职能。

社区作为城市生活组成的基本单元和城市社会终端化的空

间。百姓对公共文化的需求日益剧增，特别是对数字化内容的需

求呈现井喷式增长。虽然上海早就建立了“文化上海云”数据平

台，但能级的辐射面还有待加强。

建议重点制定能保障以数字化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

供给程度的具体实施条文，从法规层面切实加强数字公共文化

服务供给与公众文化需求的精准对接，高效建设好“文化上海

云”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以云平台为依托，利用自身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强大的影响力，建立分层级的内容供给服务体系。

完善上海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精准供给、数字供给体系，以高

质量、多样化和精准化的供给内容，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体验

感和满意度。

应对老龄化建立监护登记制度

大力充实基层社区卫生服务力量

优化“房屋网签”遏制“一房数卖”

“十四五”时期，上海的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高龄和失能失

智老人数量不断增加，监护登记制度的专门化、系统化、信息化

需要与之相匹配。

首先，对监护信息进行登记，包含设立监护是因法定监

护、意定监护、协议监护、指定监护、委托监护、遗嘱监护等，

以及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登记，并提供后续的查询、变更、注销

等登记。这些登记信息，监护人或近亲属可以查询，其他人

根据相关规定可以查询，专门机构根据登记资料可以提供书

面查询信息。

同时，借助一网通办，建立配套电子系统，除具备信息输入、

信息修改等基础功能外，还应当具有公示功能。当然，保护当事

人隐私，公示应当设置一定的条件、范围和权限。此外，可以借

鉴随申码中亲属码的原理，在监护人的身份信息内携带监护情

况，如被撤销监护资格，也可以在信息中予以披露。

提高社区文化数字化治理效能

完善优生多胎普惠性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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