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专题审议会

抢话筒争发言 问症结出实招
20晚晚，议海力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专题审议

会，焦焦“代进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义造社会主义
区筒化设设引领区”“设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城力考升城
力软实力”“求实优先发展要求，代进乡村全面振兴”“深
战义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代进议海‘市废城力’设设”“加

合代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高进本力数字经济高
展量发展”“念彻人民城力设设理念，代进城力治理区筒
化法治化”议六个议题开展审议。筒表们抢话筒、发发
言，键出症结与关键，考出关切与思考，能场的相关职能
应门负责人也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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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

是晚。”在浦东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在

上海两会会场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昨天晚上，“推进浦东新区高水平改

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专题审议会举行，场面热

烈。在近两个小时内，市人大代表

们争相“抢话筒”，为浦东打造引领

区贡献“金点子”。

“要改变视破产为洪水猛兽的

错误观念，依法利用破产路径实现

资源的‘腾笼换鸟’。”市人大代表叶

青表示，“明明白白投资、明明白白

离场”，才谈得上好的营商环境。他

建议，要扎实推进有关企业破产的

浦东法规贯彻落实，树立健康理性

的企业破产观，切实保障改善民生，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1月，

浦东新区法院破产审判庭正式成

立。“这只是提升破产审判效能的第

一步，应当全面提升法院‘立审执’

与破产的协调度，尤其是打通堵点，

真正实现‘当破则破’，优化市场资

源配置效率。”

在这次人代会召开前，市人大代

表吴坚曾数次到临港新片区调研部

分企业，了解企业对优化营商环境的

需求和呼声，发现企业反映最多的是

商业秘密保护问题。为此，他建议，

既要走好“开头一公里”，更要打通

“最后一公里”。比如，为有效指导和

创建商业秘密保护系统，企业怎么做

需要具体的操作指引，市场怎么管需

要一套标准、规则，制度供给上保护

商业秘密最好还有一部专项规定，希

望相关部门有所作为。

同时，他建议浦东先行先试，借

鉴国际上一些国家采取区块链技术

保护商业秘密的新技术解决老问

题。“就像设立银行保险箱一样，让

科创企业把配方等商业秘密通过数

字加密技术予以固化并全程留痕，

法院也认可这类证据，为营商环境

保驾护航。” 首席记者 宋宁华

说起人才，你是不是很自然和

科技创新联系在了一起？不过，在

“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着力提升城

市软实力”专题审议上，科创人才倒

是意外成了“边缘词”。

第一位发言的代表就说了抱

歉，因为超时了。她口中的关键词

是“职业教育”，怎么吸引优质生源，

招考政策能否倾斜，就业时能否获

得和普通学校毕业生同等待遇，马

瑜一口气分享了好几点思考。对她

的道歉，大家用轻笑表示理解。

后来发言的代表中，有上海城建

职业学院院长叶银忠，说的内容自然

离不开本行。他为自己的学生抱不

平，“技能人才叫座不叫好，成见还是

重学历轻技能”，也期待即将到来的

世界技能大赛能为职业教育正名，为

高技能人才发展带来春天。

来自上博、上图、上外的代表座

位恰好围成了个三角形，先后发言

的主题都紧贴文化人才——

“科学和艺术在山麓分手，又在

顶峰汇聚。”来自上博的杨志刚代表

引用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名言，“可就

人才政策而言，艺术落后科学太多

啦！”他提出，建立起完整的人才体

系，科技人才和文化人才的发展应

是一样的宽阔大道。

“当国家发展起来，需要有人能

讲、会讲中国故事。这些人才对上

海这样一座国际大都市一样重要。”

来自上外的代表姜锋接着说。

“包括上图、上博在内的发展，都

是为上海的软实力添砖加瓦，也在一

定程度上助力上海吸引高水平人

才！”陈超代表是举手发言的13位代

表中的最后一位。 本报记者 郜阳

“在上海乡村，白天玩得蛮好，

一到晚上就‘黑天墨地’！”在“落实

优先发展要求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专题审议会上，市人大代表、金山

区博物馆馆长余思彦不太标准的上

海方言，引来一片善意笑声。

余思彦建议，乡村需要引入合适

的夜间项目，增强人气活力。“乡村是

上海这座超大城市的亮丽底色，乡

村的振兴应有现代诠释，这不仅是

乡里人的事，也是城里人的事。”余

思彦代表说，乡村振兴，应能让人们

能感受到纯朴的乡风、看得到美丽

的乡景、读得到深厚的乡史、品尝到

美好的乡味、听得到熟悉的乡音、体

会到悠悠的乡愁。

数字农业、科技赋能，也成为不

少人大代表关注热议的话题。

“乡村振兴核心是产业振兴，关

键是科技振兴。”市人大代表、上海

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万荣建议，应

成立专项科技研发和成果产业化基

金，支持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搭建

稳定合作平台，“通过这样的机制创

新，合作共赢，解决实际产业科技问

题和‘卡脖子’难题，加快推进农业

技术优秀成果的落地见效。”

“崇明要打造世界一流的‘农业

科创板’。”市人大代表、崇明区农业

农村委党组书记龚霞提出，“建议重

点聚焦数字农业等领域，加大对农

民科技项目专项资金倾斜力度，支

持崇明打造高水平数字农业创新发

展平台。” 本报记者 杨洁

快递盒回收利用，实现源头减

量……围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推进上海‘无废城市’建设”这

一话题，市人大代表们畅所欲言献

良策。

“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

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

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

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一种先进

的城市管理理念，是从城市整体层

面深化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改革和推

动无废社会建设的有力抓手。

“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快递，快

递盒子能否回收利用？”市人大代表

陈松菊建议，快递回收点把使用过

的盒子根据大小进行分类回收。回

收的快递盒提供给快递公司，市民

寄快递时，不再需要花钱买新的。

此举可以加大资源重复利用。

“要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就是要

在全社会提倡减少产生废弃物，一

旦产生，相关部门应该在其生产、收

集、转移、利用、处置的各个环节精

准施策，尽可能做到资源化、无害

化。”市人大代表黄晨说。

“‘无废城市’不是没有垃圾，而

是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摸清家

底很重要，我们到底有多少垃圾？

算清楚之后，就要建立精准的分类

回收体系，而且它也是我们科学决

策的依据。”市人大代表施政建议。

本报记者 杨欢

“很多中小微企业面临‘数字化

焦虑’，相较于大企业，它们缺乏转

型资金、专业团队和业务纵深，试错

成本很高，‘转型是找死，不转是等

死’是很多中小微企业面临的现实

困境。”在“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和实

体经济融合，促进本市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专题审议会上，上海柔维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若冰代

表直抒胸臆，建议帮助中小微企业

管理者提高数字化转型的能力。

这引起杨浦区委副书记、区长

薛侃代表的共鸣：“中小企业的数字

化改造不是没有动力，关键是没有

能力。”他建议，鼓励平台企业、大型

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数字化的

发展资源，提供定制化的整体解决

方案，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的转型

成本，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心有余而

力不足”的困境。

“作为一个以技术为引领的系

统化工程，数字产业会形成更加复

杂的产业链，要充分发挥各细分领

域头部企业的带动作用。”上海优刻

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季

昕华代表建议，重点围绕行业龙头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打造头部企业

生态，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带动

产业链的聚集，形成龙头引领、梯队

协同、优势互补的集群。这场专题

审议会吸引了212位人大代表参

加，也是六场专题审议会中参与人

数最多的一场。元宇宙、数字孪生

城市等最新热词也成为会上的焦点

话题。 首席记者 范洁

安全，是昨晚举行的“贯彻人民

城市建设理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

化法治化”专题审议的关键词。多

位市人大代表围绕这一关键词建言

献策。

“细微之处最见深情，大到城市

交通、电网运行，小到老旧小区改

造、加装电梯、电动自行车停放，充

电配套、老年人群的居家安全等问

题，都离不开安全。”范伟华代表直

奔主题。他说，基层筑牢安全底线，

要像用绣花一样精细。加强城市精

细化管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关

键在人，重心在社区，聚焦解决好群

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戚建豪代表表示，运用智慧化

理念和方法能够有效预测风险，防

范风险。比如在有的街道，做五年

火灾数据的统计分析，结合GIS地

理系统，看到火灾高发区域，结合人

口特点、职业数据，会发现特定人群

和特定房屋火灾高发，通过集中开

展整治，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立法还是要回到人民立场，提

升法治供给的质量。”叶必丰代表就

加强城市治理高质量法治供给提出

了建议。他称，有些立法还没有提

上议事日程。行政程序法治是法

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标志，规范政府

权利运行的全局性制度，从2008

年湖南省制定我国第一部行政程

序的规章以来，全国很多省市都制

定了行政程序的法规或规章。我们

上海要学习，及时跟进及时建立全

局性制度。 本报记者 屠瑜

打通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

人才高地也要“海纳百川”

乡村振兴需要数字农业

“无废城市”要摸清家底

化解中小企业“数字化焦虑”

精细化管理筑牢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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