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客户端以三个“了不起”为

标题，报道了视障女孩朱苓君的励志

故事。今年，她成功保研至复旦大学，

因为，她从不觉得视力障碍是自己可

以不作为的理由，相信通过努力能看

到全世界。也就在这几天，一名双相

情感障碍患者金晓宇通过“翻译”点亮

自己人生的故事，成为全国媒体关注

的焦点，金晓宇六岁那年，被邻居孩子

的玩具枪打瞎一只眼睛。

笔者注意到，关于金晓宇的报道，

有媒体用了“弱势群体”这一语汇，或

许希望公众在关注和盛赞金晓宇翻译

成绩的同时，不要因“喜感”忽略金氏

父子生活的艰辛和悲情。只是，我们

作为普通人，看待“金晓宇”们或许可

以有另外的视角。

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关键，永远

是“内因”。分析金晓宇的日常，他为

了有好的体力翻译，每天坚持一小时

走三公里路，试问健康人能轻易做得

到这份“坚持”吗？

金晓宇通晓德语、日语、英语，他

学一门外语，至少要读二十本原版小

说；他十年间翻译十七本书，横跨小

说、电影、音乐、哲学多个领域；他累

计翻译600余万字，而他领的稿费是

千字60元……试问健康人能轻易就

达到这样的成就吗？又有这份坚持

和隐忍吗？

实质上，金晓宇过着一种知识分

子的生活，读书、写作，他的骨子里继

承了父母亲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

些品质，希望体面、温和、平静、坚韧、

持守。

并非衣着光鲜住所华贵就是高

贵，高贵永远都是一种精神品质。就

像金晓宇用“纸寿千年”四个字，描述

自己翻译工作的成就感——人的生命

有限，但著作留下来，可以流传千年，

这是一种精神追求。

面对困境不曾躺平，而是选择努

力和奋斗。朱苓君的成功，和金晓宇

一样，在于她和她的父母面对困境时

的选择。小朱先天失明，四个月大时

接受手术，恢复一些光感和模糊残

影。由于家乡没有盲校，父母轮流放

弃家乡的工作，辗转来到上海求职，让

她能够在盲校学习。她在小学、中学

都表现优异，期间还曾担任学生会宣

传部长、主持广播台和电视台工作、多

次获得“三好学生”光荣称号。

进入普通学校学习是朱苓君人生

的一个“坎”，但她正是通过自己的努

力迈了过去。2018年 7月，她被华东

师范大学录取，大学没有专门的盲文

教科书、图书，她在老师、同学帮助下

以十倍的努力学习。在已修读的37

门课程中，17门课程绩点为4，平均绩

点达到3.65/4，连续三年获评“国家励

志奖学金”。2019年，经学校选拔，朱

苓君赴香港理工大学交流学习，根据

要求，她应修读三门全英文课程，朱

苓君主动加修了两门课程，并以优异

成绩结业。

“我要成为别人的光亮。”朱苓君

对于未来有设想，她想为视障人群做

公益事业。生活中总有人会碰到困

境，但有的家庭会集体拒绝命运的安

排，他们不曾躺平，相信奋斗、一起努

力，所以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光”、社会

的“光”。正如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所

言：“心里老是不平静，老是觉得吃亏，

就要犯错，就很危险。”

无论昨天发生了什么，没有不作

为的理由，只有不懈努力的人生。于

朱苓君、金晓宇和他们的家庭是这样，

于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

没有不作为的理由
只有不懈努力的人生

赵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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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2年1月23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龚正市长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市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

出的2022年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任务。会议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关于上海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的决议
（2022年1月23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市

人民政府提出的上海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及《关于上海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

会议决定，批准上海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批准《关于上海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关于上海市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年预算草案的决议
（2022年1月23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市

人民政府提出的上海市2021年全市及市级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2年全市及市级预算草案，以及《关于上海市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同意市人民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

批准上海市2022年市级预算，批准《关于上海市2021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关于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2年1月23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蒋卓庆主任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

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对市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表

示满意，同意报告提出的2022年工作安排。会议决定批

准这个报告。

关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2年1月23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刘晓云院长所作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会议肯定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年的工作，同意报告

提出的2022年工作总体设想。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关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2年1月23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张本才检察长所作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会议肯定市人民检察院2021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

出的2022年工作总体设想。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决议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十七号

经济发展喜人
防疫众志成城
——龚正市长答记者问回应热点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年1月23日补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通过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予公告。

一、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郑钢淼 周慧琳

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6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列坚（女）王醇晨（女）金为民 周敏浩

秦 云 阎 锐（女）

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建光

四、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
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醇晨（女）

五、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华侨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林 杰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2年1月23日

1月23日上午，上海市十五届人大

六次会议胜利闭幕。会后，市政府在世

博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市长龚正与记

者见面，并回答媒体提问。

过去一年，上海以实干实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实现了“十四

五”的良好开局。上海GDP登上4万亿

元新台阶后，如何继续稳中求进？面对

世纪疫情，这座近2500万人超大城市的

防疫秘诀是什么？年轻人“住房难、住房

贵”怎么解决？……两小时左右的交流

中，16个问题聚焦社会热点，回应民生

关切。

谈发展喜人

多项重要指标登上新台阶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去年上海国

民经济还是保持了稳中加固、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态势。您对今年上海经济的

增长有怎样的预期？”第一个问题聚焦经

济发展。

龚正表示，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

情，上海经济稳中有进。他列举一组登

上新台阶的重要指标数据：GDP突破4

万亿元，达到4.32万亿元，增长了8.1%，

继续保持全国所有城市首位；外贸进出

口总额突破4万亿元人民币；第三产业

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万亿元；工业增加

值突破1万亿元……“正如代表们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时普遍认为，上海发展喜

人，成色很足，实属难能可贵。”

2022年，全市经济增长目标定在增

长5.5%左右。“尽管困难挑战不少，但我

们有信心、有底气通过努力实现这一目

标。”龚正表示。

会上，龚正还回应了有关上海科创

中心、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

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

范区等国家战略、重大任务的建设进展

与未来计划。

谈防疫秘诀

“四个始终”筑牢铜墙铁壁

上海是超大城市、流量城市、口岸城

市，“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巨大。尽

管去年有多轮突发疫情，但处置工作总

体平稳有序、波澜不惊。

谈及“防疫秘诀”，龚正表示，这依

靠的是一整套防疫制度体系的高效运

转，依靠的是无数抗疫战士的日夜奋

战，依靠的是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具

体来说有“四个始终”，即始终强化忧患

意识；始终注重精准快速；始终坚持科

学抗疫；始终筑牢疫苗免疫与个人防护

“两个屏障”。

“国内发生局部疫情时，我们都要问

自己：下一个发生疫情的会不会是上

海？如果上海发生，怎么控制住？如何

做到上海尽可能不发生？”龚正表示，上

海市民非常自律，希望大家继续坚持防

疫“三件套”、防护“五还要”。“这‘四个始

终’，我们要继续坚持好。”

谈人才安居

让人才“此心安处是吾乡”

上海构筑未来发展新优势，关键在

人才。

“‘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对人

才而言就是能够干事创业、宜业宜居的

环境。”龚正表示，上海能为人才提供成

就事业的广阔舞台。同时也将为人才营

造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让各类人才

在上海都能获得“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

属感。

“上海正在大力推进保障性租赁

住房建设。目前进展如何？新的一年

会有哪些让人期待的计划？”会上，本

报记者提出了市民群众关心关注的住

房问题。

龚正表示，“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建

设筹措47万套（间）以上的保障性租赁

住房。“去年我们建设筹措了6.7万套

（间），今年计划完成17.3万套（间），加起

来是24万套（间）。也就是说，我们用两

年时间完成五年任务的一半以上。”

上海将加快构建从“一张床”到“一间

房”再到“一套房”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

体系。同时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居住品

质，更好满足青年人对品质生活的需求。

谈人民城市

今年目标完成老房加
梯2000台以上

上海注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前段时间刚刚开放的世博文化公园北

园，引得市民争相打卡。在谈到“千园之

城”建设时，龚正说，世博文化公园南区

正在加快建设，整个公园力争到2024年

全面开放。“上海去年全市建设各类公园

126座，今年计划建设120座。”

为既有住宅主要是老旧住房加装电

梯，是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方便“悬空老

人”下楼的重要民心工程。龚正表示，今

年目标完成老房加梯2000台以上。

一场记者招待会，可谓“干货”满

满。最后，龚正向全市人民致以新春祝

福：“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

快、阖家幸福，虎年大吉！”

本报记者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