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建
上海市委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上海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特大

型城市，一旦发生城市灾难，将导

致巨大的损失。瑞士再保险公司曾

对全球最大的616座城市进行潜在

性灾难分析，认为上海面临的自然

灾难损失将位列世界前10位。”致

公党上海市委在即将提交市政协十

三届五次会议的提案中，建议推进

上海灾难医学发展，建立系统完善、

功能完备的灾难医学救援体系。

灾难医学专业队伍不足
据介绍，上海的灾难医学自

2008年汶川地震后开始建设，中国

高校系统内首个灾难医学系在同

济大学正式成立，经过多年的发

展，灾难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初

步构建完成——同济大学附属东

方医院成立了首支国家级的“四全

六化”应急医学救援队伍，建立了

包括装备研发、教育普及、备灾保

障在内的管理体系，灾难医学体系

建设取得长足成绩。

但提案认为，上海的灾难医

学规划建设和法制环境尚不完

善；灾难医学学科还是作为急诊医

学下的三级学科的分支，在招生、高

层次培养、就业等方面短板凸显，学

科发展受到制约；灾难医学的专业

队伍不足。

成立国家级灾难医研院
■ 建设创新平台，逐步形成

灾难医学科技和产业体系“发挥
制度优势，借鉴先进发达国家经

验，在东方医院灾难医学研究所基

础上成立国家级灾难医学科技研

究院，制定我国灾难医学科技的发

展规划，建设国家灾难医学科技中

心平台，统筹灾难医学与相关领域

协同整体发展。”致公党上海市委

提案建议，以重大灾难医学产品

（新冠肺炎变异疫苗研发、医疗器

械数字化装备等）为导向，在研发

补助、国家收储、国有采购、财税和

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积极培育一

批灾难医学业界龙头企业，助力在

上海构建我国灾难医学产业体系。

■ 完善灾难医学的组织架

构，建立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体系
制定院前急救配套法规和城市应

急救援综合性法规。聚焦非传统

灾难的医学救援，总结新冠疫情下

的预防、救治、康复各阶段、环节、

流程中的好做法、好经验，提炼标

准、固化方案、完善体系、丰富理

论，为全国的城市灾难医学发展提

供上海智慧和方案。

■ 建立多方合作联动机制，分
类推进灾难医学救援和应急工作
加快完善城市灾难医学救援应急预

案，明确并落实救援体系的指挥统

一化、决策专家化、物资储备标准化、

救援演练常态化四个目标。着力构

建并完善灾难医学系统工程的城市

管理系统、城市灾难医学工程保障

系统、尽快建立院前急救分类服务

体系和监管系统，以医学救援为中

心，多方位、多部门的合作联动。

■ 对一线人才实施政策倾
斜，打造一支专业化队伍 立足现

有公立医院功能转变，以现有大型

综合性医院为载体，建设整建制、平

战结合、一专多能的专业化队伍。

致公党
上海市委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总长约384米的

乔家路街区，是上海老城厢中建筑最典型、文

化最发达、保留最完好、人居环境最适宜的区

域之一，历史遗珍十分丰富。”昨晚，出席市政

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市政协委员、交通银行

博物馆馆长杨德钧告诉记者，自2019年至今，

乔家路的大规模旧改征收已接近尾声，不少

市民担心，乔家路上的许多优秀历史建筑、珍

贵遗存会不会消失？他这次提交了一件提

案，呼吁“筑牢历史建筑保护的防火墙，对历

史建筑及其残余宜留字当先，尽可能最大量

地保护祖宗遗留。”

乔家路的历史遗珍
杨德钧委员介绍，老城厢是上海的城市

之根，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老城厢历史文

化风貌保护区，是上海已累计公布的44处历

史文化风貌区之一。2018年，上海市政协将

“老城厢历史风貌与旧区改造对策研究”列为

重大课题之一。

乔家路原名“乔家浜路”，在乔家路的历

史遗珍十分丰富：乔家路永泰街口，有一棵

800多岁的古银杏，是宋代上海镇的珍贵遗

存；乔家路234-244号徐光启故居“九间楼”、

143号乔一琦故居显示，明代此地就人文荟

萃；药局弄95号的药王庙遗址，以及靠近药王

庙的同仁辅元堂，为上海慈善总机关所在，乔

家路77号为清代“上海船王”郁泰峰故居宜稼

堂旧址；在郁氏故居对街的乔家路74号的杨

家老宅，系民族设计师李铿、李铮设计，与邬

达克在上海设计的建筑足可比肩，甚至更具

研究价值；乔家路113号是海上名家王一亭故

居梓园，为清末民初沪上人居环境的典范之

作；与乔家路连接的巡道街，为上海道台衙门

遗址，毗邻有小南门警钟楼等。

旧改后的重要课题
“如何续写老城厢这一部活着的上海史，

展现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是乔家路街区旧

改征收后面临的重要课题。”杨德钧表示，他

在提案中建议聘请上海史专家进行专门性的

研究，并吸收有情怀、有智慧、有积累的原住

民加入研究队伍。在加快推进旧改征收的同

时，同步再一次甄别保留保护建筑。

杨德钧还认为，乔家路旧改应将整体设计

与细节精微相结合。乔家路的优秀建筑是上

海老城厢的真切写照，乔家路街区改造关系到

上海文化的连续性，一定要有整体观念，不能

简单地复制“餐饮、民宿加创意产业”，让一部

分居民自愿回搬，更有利于历史文脉的传承。

在具体改造的细节上，降低居住密度是

一个可行之法，杨德钧认为，黄浦区近年来的

抽户改造探索，值得推广。保护下来的建筑

如何规划和使用，必须科学论证。另外，可以

吸纳社会和市场资源，来修复这些优秀建筑，

使这些老建筑焕发新时代生命力。

乔家路上的历史遗珍能留住吗？
市政协委员杨德钧呼吁“筑牢历史建筑保护的防火墙”

昨晚，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委员分组活动、预

备会议、政协2021年部分优秀提案获奖者与记者见

面会，在市委党校接连举行，一个个会场灯火通明，

政协委员们履职“白加黑”，可谓高强度快节奏。

本报记者 张龙 江跃中 摄影报道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

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

的办学导向。在“双减”之后，如果还

是用分数这“一把尺子”来衡量所有

的学生，将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和成

长。为此，在今年的市政协十三届五

次会议上，民进上海市委提交了一份

《关于推进本市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

建议》的提案，提出构建体现全面而

个性化发展的学生评价生态。

曾经，考、考、考，是老师的法宝；

分、分、分，是学生的命根。“双减”的

落地，让这种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在今年的两会上，“双减”政策也

成为了政协委员建言的热点，像上海

市政协委员桑标就表示，如果还是单

纯以考试和分数来评价孩子，恐怕

“双减”就只能带来阶段性的起伏。

“双减”政策推行半年以来，取

得诸多实效，但是一些新的焦虑也

日益显现。如果考试要求不改变，

学生备考的难度要求就不会降低。

另一方面，作业少了，也可能导致学

校教育难度降低，而对于学生德、

体、美、劳等领域的评价尚处于探索

阶段。去年12月29日，上海中考新

政细则出炉。据最新细则，初中毕

业生去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参加学

校综合考查，所获成绩满分为 50

分，其中10分则由高中现场评估，

来判断学生的综合素质情况，这也

迈出了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一步。

“双减”的核心是育人，育人重

在育品，不能只见分数不见人；重心

是提质，既要治乱象、减负担、防风

险，更要抓质量、促提升、谋发展。

目前的统考升学分数制，在一定程

度上“窄化”了学生的成才通道，不

利于特长生的选拔和培养。

高质量的学校教育既要符合

“理论标准”，又要符合“社会标准”，

让家长和学生“叫好”。有关部门要

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机

制，明确各方责任，打造全域教育，

合力推进协同育人机制转型升级，

让孩子的成才通道更加广阔。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据统

计，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认

知症患者约有1507万，2030年，我

国认知症老人将达到2220万，居

世界首位。民建上海市委在即将

提交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提

案中，建议探索建立认知症养老小

镇，可采用社区紧密型，以照护人

员与老人共同生活为主要方式，模

拟家庭环境，更利于建立人际关

系，随时跟进老人的状况并实施个

性化的服务，实施规范化、专业化

的服务流程，为认知症患者提供一

个快乐家园。

提案认为，上海是我国最早

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也是我

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城市，

认知症老年人的照护服务需求呈

现快速增长趋势。“当前超六成患

者以居家照护为主，照护人面临

较大照护压力，亟须社会化的专

业照顾服务。一个更加温馨、熟悉

的环境，有利于延缓认知症发展进

程。因此，国际上推荐‘以人为中

心’的认知症介护理念，即将认知

症患者作为患病的普通人来对待，

重视他们的诉求和表达，在专业照

料帮助下让其能够过上普通人正

常的生活。”

提案建议，在特定区域设立认

知症诊疗的特色小镇，初期可以接

受状态比较平稳的认知症患者，在

养老小镇接受照护，对于行为和精

神状态比较严重或者医疗需求较

多的老人，仍进入医院治疗或转入

特别养护老人院。政府提供优惠

政策，鼓励服务链的上下游企业共

同入驻，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企业

积极参与，激发市场活力，整合资

源，提高行业公信力，树立上海认

知症养老服务领域的示范标杆。

整合高等院校、职业学校、为

老服务中心和养老机构等单位的

专家力量，建立认知症养老领域的

专业人员培训服务平台，尝试与医

学院校以委托培养或定向委托培

养等形式培养认知症照护人员，通

过系统化培训加强人才储备，有效

提升专业素养，以认知症诊疗为起

步，把服务特色逐步扩大到整个养

老行业，建立起包含多代际的志愿

者队伍和支援服务体系。

通过协助搭建个性化认知症

养老小镇服务品牌推广平台等手

段，完善养老产业商业模式，进一

步打通和完善包括认知症在内的

养老产业社会资本投资退出机制

和专业运营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

养老企业通过上市、发行债券和资

产支持证券等方式融资。

2030年我国认知症老人将达2220万

建立“认知症养老小镇”

莫让分数“窄化”孩子成才通道
方翔

推进上海灾难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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