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两会前夕，一波本土散发疫情袭

沪。一位基层抗疫人员在“上海发布”微信

公众号上的留言，让许多人猝然“破防”，也

让抗疫“上海速度”背后，无数人的不眠不

休，呈现在世人面前。

昨天，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医卫

组的分组讨论会上，听到静安区卫健委主任

叶强与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的发言，又想到

了这个话题。

这波疫情集中在静安区。作为区卫健

委主任，叶强感触特别深。此前他接受媒体

采访时，用了一个词“闪睡闪醒”，来形容基

层一线抗疫工作者的辛劳。

据叶强介绍，这次上海筛查了十多万

人，密接的流调和隔离，静安工作量大约是

全市的41%左右；密接的密接，占全市工作

量近50%，压力非常大。“我们曾经处理过一

个拉面馆的案例，当时与之相关的人就流调

了15000人。”

流调和隔离只是开始，还要通过精细化

管理，给隔离者人文关怀、生活保障。比如，

这些人中，有肿瘤化疗病人、有要孕检的孕

妇、有烫伤患者……他们就诊的绿色通道必

须畅通。

可以想见，基层会有多辛苦。虽然他们说

只要市民的理解配合就够了，但作为城市管理

者，还是要思考，如何从制度设计、科技应用等

方面，为这支队伍减负，也给他们创造更好的

发展前景。

在叶强看来，最需改进的是信息共享问

题。“目前很多的流调是靠手工，靠电话。”他说，

现在上海在健康码和疫苗接种上，信息共享已

做得很好，但在流调方面，还需要更多共享，不

仅是区级层面的信息共享，还包括全市的共

享。“上海不但人口密集，而且流动性大，活动轨

迹非常多，数据共享可以提高流调效率，也能减

轻一线负担。”此外，他认为还要建立好梯队轮

换机制，确保一线都能够得到合理的休息。

对此，邬惊雷也表示赞同。他透露，上

海已经在逐步推出流调“单兵作战系统”。

“比如，如果要流调‘邬惊雷’，名字进去，身

份信息就会跳出来，不用再去人工询问和登

记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等，减少一线工作

人员的工作量。”邬惊雷还表示，要想方设法

为公共卫生和社区卫生基层一线工作者规

划好职业发展前景，提高他们的知识、能力

和水平，扩大他们的事业平台。

的确，这些守护者们为上海守住了得来

不易的抗疫成果。这座城市，也要守护好他

们的当下与将来。

守护
“守护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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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文字沟通，还能实时语音沟通
市政协“云咨询”，各职能单位“云摆摊”线上“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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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龚正市长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中的一句话深深吸引了我：（2022年）完成

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短

短的一句话，却翻过了一页历史篇章。

换句话说，持续了30年的上海旧改，老

上海经常讲的“动拆迁”，今年终于进入尾

声。今后的重点将是旧房更新改造，如彭浦

新村更新居住品质就是代表性的项目。

看《爱情神话》的时候，我觉得不太真

实。哪里还有那么多正值盛年，甚至带着孩

子的人，住在咯吱咯吱响的百年老房里，难

道他们不应该都住在小区公寓里了吗？朋

友笑我太较真。以我的认知，上海中心城区

的老房子，大多住的是老年人和租客。而在

二级以下旧里，通俗讲就是棚户简屋，里面

住的市民几乎全是老年人和租房住的外来

务工人员。如果说住石库门还有一丝情调，

住棚户简屋完全是一种痛苦。而这样的痛

苦，中年以上的上海市民或多或少都有深刻

的体验。

上世纪90年代前的上海，10平方米住

三代人一点也不稀奇。我听过最困难的家

庭，只能一个人睡上半夜一个人睡下半夜。

睡吊床，睡高低床，睡地板，睡楼梯间，只要

能躺下身子的地方都是床。马桶是棚户简

屋的标配，有公共卫生间那还算好的。煤球

炉、老虎灶，虽然充满了烟火气，但却是上海

再也不想回到的过去。

30年间，无数上海人走出亭子间，走出

灶披间，搬进了宽敞漂亮、配套齐全的商品

房。数据显示，上海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

1986 年的 5.92 平方米，增加到 2019 年的

37.2平方米（建筑面积），这是真正的跨越

式发展。但直到2020年底，上海成片二级

旧里以下房屋仍有约110万平方米、居民

约5.6万户。到今年底，这两个数字都将归

零，这将是上海城市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

一大步。

近几年，上海旧改驶上了快车道。杨

浦、黄浦两个二级旧里“大户”打响攻坚战。

其中杨浦区在去年全面完成二级以下旧里

的征收签约工作，今年将进入扫尾阶段，包

括零星旧里。而黄浦区这几年快马加鞭，老

城厢面貌日新月异。在保存历史风貌和珍

贵文物的同时，大量远远落后于当代人居住

条件的老房破屋消失在了时代的脚步声

里。“穷街”“七十二家房客”成为了历史，但

我们不必为此感到遗憾，而应该像那些高高

兴兴搬家的“动迁户”一样，为时代的发展，

为更美好的生活而欢呼。

（上接第1版）
龚正说，做好今年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以及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按照

十一届市委十二次全会和市委经济工作会议

的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以实施国家战略任务为牵引，以强化

“四大功能”、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发展“五

型经济”为主攻方向，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

持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龚正说，新征程上，

政府工作要有新作为、新成效，必须加快构建职

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着力提高政

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更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都要以百姓心为心，始终同人民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出席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座的市领导有

董云虎、郑钢淼、吴清、周慧琳、诸葛宇杰、胡

文容、朱芝松、刘杰、舒庆、彭沉雷、陈群、宗

明、陈通、张为、刘多。

殷一璀、刘晓云、张本才，薛宏伟、杨永

飞、刘军、马德荣、黄德华，老同志叶公琦、陈

铁迪、龚学平、蒋以任、刘云耕、冯国勤等也在

主席台就座。

全体市政协委员、部分老同志、部分在沪

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本市有关机

关及驻沪部队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会议。41名

市民旁听了大会。

用汗水浇灌收获 以实干笃定前行

本报讯（记者 解敏 江跃中）“上海地铁

沿线的P+R设施进展如何？”“应用技术类人

才的培养有哪些具体举措？”“去年我查询过

的一个案子如今进展如何？”……

扫描二维码，进入“上海建议提案办理工

作”公众号，登录代表委员专栏，选择想要咨

询的部门，“云咨询”就进入了正题。昨天上

午，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委员线上意见建

议咨询活动，在“云端”开启。各职能单位通

过网络回应咨询，尽管没有了过去热络的现

场摆摊交流，但委员们提问的热情依然不减。

轻点鼠标沟通交流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同时也

为了更好传递政府部门“声音”，服务代表委

员知情明政，上海市两会现场咨询活动去年

首次从“线下”搬至“线上”，通过移动化实时

在线咨询系统，所有与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只要轻点手机或鼠标，即可与各委办局及

业务处室专家在线沟通交流。

为何在手机地图导航上看不到P+R设施

的显示？朱红委员从亲身体验出发，向市交

通委提出咨询。几分钟后，市交通委便给予

了回复。“回复我基本满意，现在我知道如何

查询P+R停车场(库)具体点位信息，还能了解

到‘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如何进一步推进地铁

沿线P+R设施建设的情况。”朱红委员昨天一

共准备了3个问题，“现在可以随时随地咨询，

真的太方便了。”

希望增加上传功能
洪亮委员去年也是通过线上咨询，向上

海高院了解某个案件的办理情况。曾有市民

向他反映：一件多年前已审结并判决生效的

案件，相关人员也已向法院申请执行，但目前

为止仍未获得执行进展信息。“一年过去了，

这个案件有没有新进展？”今年，洪亮又一次

与上海高院“连线”。

一番沟通后，洪亮得到了答复。“市高院

告诉了我目前办案的具体流程和最新进展，

我觉得这样的形式非常高效，相较于过去面

对面交流，如今线上咨询实现了‘一对一’精

准匹配，也省去了排队等候的时间。”他还建

议，“未来如果能够通过系统增加上传文件功

能就更好了，双方在交流过程中，若要查找相

关文件规定，将会更方便、高效。”

“我发起提问后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刘

宇陆委员指着电脑屏幕说，“今天我向市教委

提的问题是关于应用技术类人才培养的。目

前这一领域存在着人才技能和企业需求不匹

配的现象，我想问问教委有何解决之道。”

通过市教委的回复，刘宇陆委员了解到，

上海正着力加强应用技术型本科的学科建设，

同时大力推广产业学院模式，一方面解决就业

问题，另一方面解决企业的人才需求。未来学

科建设和平台建设都将进一步扩大，这将对整

个城市实体经济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

在刘宇陆委员看来，开展咨询活动，无论

线上还是线下都是为了更有效地推进问题、

解决问题。通过咨询，他向市教委提出了自

己的几条建议，包括通过建立高校和高新技

术企业之间的联盟，使得最新的技术能进入

课堂，专业实验室的设备更新能跟企业之间

实现联动，从而让政府投入和企业支撑形成

良性互动，这样人才的培养和企业的需求才

能更精准匹配。

探索建立服务场景
记者了解到，在昨天举行的线上委员意

见建议咨询活动中，共有42家单位在线接受

咨询，委员们向33个部门共计咨询107个事

项。今年的在线咨询，在去年只限文字沟通

的基础上，代表委员还可发起实时语音沟通，

就像打电话一样便捷，让委员与政府部门之

间的沟通更加便捷、清晰、顺畅。

两会线上咨询是上海在数字政务领域的

一次成功实践，将传统政府部门摆摊咨询实

现数字化转型，加速办理工作的数字化进程，

探索建立起一套数据管理、决策、创新的政务

数字化服务场景。

近年来，上海数字治理综合能力不断升

级，在制定《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

意见》的基础上，又于近期发布了《上海市全

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上

海在探索符合时代特征、城市特色的数字化

转型道路上脚步从不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