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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多项植树节活动取消，但市民为城市增绿意愿未减

在家云植树，还有古树可认养

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本应定位为

非医疗性质的机构，但目前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市场比较混乱，存在诸

多管理盲区，亟待规范治理。全国

人大代表丁光宏建议，针对该市场

乱象，应进一步加强中医养生保健

机构监管。

“目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市场

主要存在几大问题。”他认为，首先

是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证照不统一，

开展的服务类别五花八门，只要不

是明确提出“中医”“医疗”等字样，

采用推拿、按摩、刮痧、养生、足浴、

健康咨询等作为经营服务内容的均

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注册许可之列。

其次，中医养生服务和中医诊

疗行为界限模糊。中医有许多技术

方法,既可用于疾病治疗,也可用于

养生保健,具有医疗与保健的双重

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区分

养生保健机构的行为是属于正规的

养生保健还是非法行医。

此外，政府对中医养生保健机

构监管力度不够。中医养生保健机

构的监管主体有两个：市场监管部

门、卫生健康部门。两个部门之间

往往缺少联合执法，并且卫生健康

部门缺少专门的中医类执法人员。

如何进一步规范中医养生保健

市场，让老百姓享受到优质的中医

养生保健服务？丁光宏建议，中医

养生保健机构要持有统一证照，并

且需要在卫生健康部门前置审批或

备案。不妨将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纳

入《公共卫生场所管理条例》的管辖

范围，纳入卫生健康部门监管范围。

“同时，我建议国家中医药主管

部门，尽早制定《中医养生保健服务

规范》，明确养生保健机构可以做什

么、不可以做什么，从业人员需要哪

些资质，明确养生保健与非法行医

之间的区别。”此外，可组建中医养

生保健行业协会，开展行业服务和

自律管理。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昨天，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上

海代表团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

乘东航班机返沪。

本次大会期间，上海代表团提出

议案27件、建议141件，其中以代表

团名义提出议案3件、建议2件。代

表们表示，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今

年的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将紧密

结合上海实际，把中央赋予上海的

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好，把事关人民

群众福祉的民生实事推进好，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张兆安说，去年面对国内

外复杂多变的形势，我国经济取得

了不俗成绩，实现了“十四五”良好

开局。今年政府工作目标明确、措

施清晰，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推进

实体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措施，特

别是2.5万亿元减税降费这一措施

非常给力，不仅惠及企业，更好实

现“放水养鱼”的良性循环，也给稳

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全国人大代表、奥盛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汤亮说，过去一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推动全过程人民民

主，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斐然。本

次大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聚焦中

国经济发展和民生热点，两高工作

报告积极回应了众多社会热点。

回望一周会期，议程紧凑，工作紧

张，代表们共商国是提出了许多好

建议。今年，是本届人大代表履职

收官年，将继续恪尽职守。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熊猫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采购经理李丰说，

代表履职在路上，要深入一线勤调

研、多发现，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

期盼的问题入手，知民意、汇民智、

解民忧、暖民心，努力提出更高质

量的代表建议，当好党和国家联系

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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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光宏代表建议加强监管遏止非法行医

中医养生保健乱象该休矣

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
提出议案27件建议141件

思想众筹

上海代表团昨返沪

疫情中，更要种下希望。今天

是3?12植树节，虽受疫情影响，上

海多座公园闭园、多项线下植树活

动取消，但市民仍可通过手机参与

认建认养，通过“云植树”为城市增

添绿意。

多座公园推“云植树”
记者从本市多座公园获悉，今

年园内开放多棵树木、古树名木、绿

地供市民认养。上海植物园对今年

的“树木认养”进行了升级，扩大认

养范围、优化认养流程、提升认养服

务。在树木认养方面，开放了植物

大楼西侧的80株榧树和80株水

杉。此外，有3株古树名木和梅园、

竹园2块绿地可认养。认养及缴费

全在“认建认养”平台线上进行，无

需现场挂牌。树木认养为180元/

年/棵，古树名木认养和绿地认养均

为一树一价、一地一价。认养期限

从2年调整为1年，去年市民已认养

的树木会继续保留1年。

此外，上海植物园联合支付宝共

同推出了“植树节，一起认识植物”趣

味科普知识问答，胜出者可获得答答

星球限定版“植物达人”勋章。

世纪公园供认养的香樟位于一

号门的湖滨大道，目前还有约50棵

可认养，价格为5年期500元、10年

期900元、20年期1500元。“如果树

木在认养年限内枯萎或因规划需要

被移植，我们会及时告知，并安排相

同品种、数量的树木。”园方表示。

线下活动纷纷取消
因疫情影响，不少公园的线下

植树活动取消。滨江森林公园是首

批被赋予国家“互联网＋全民义务

植树”基地的公园，线下植树活动已

取消。在认养平台上，园方推出了

4个树种、共400株树木供“云认

养”，包括100株美人梅、100株美人

茶、100株香樟、100株水杉，认养期

限为1年，每株200元。

共青森林公园原定招募15组

家庭线下植树，现在也取消了。园

方推出了“樱花、桃花、海棠、杉树、

雪松”五大树种供认养，还有部分

香樟供企事业团体认养。“今年杉

树采取分期认养，每月放出10棵，

希望延续大家爱林护林的热情。”

园方表示。

宝山区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的

植树节活动也因疫情取消。目前宝

山区有8个集中认养点和35棵古树

名木及后续资源供线上认养，认养

点为炮台湾湿地公园、友谊公园、泗

塘公园、淞沪抗战纪念公园、顾村公

园、祁连公园、颐景园、罗溪公园。

认养“家门口”古树
除公园外，各区绿化部门梳理

了区内可供认养的资源，让市民在

“家门口”就能常常看到自己熟悉、

喜欢或有特殊感情的树木。

针对想“拥有”一棵属于自己的

古树的市民，杨浦区绿化市容局整

理出了“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资源

认养清单”，其中有21棵古树。“最年

长”的是一棵兰花新村内树龄400年

的银杏。肺科医院内有龙柏、广玉

兰、香樟、乌桕、桂花等13棵古树及3

棵古树后续资源可供认养。

徐汇区绿化委员会推出了3块

绿地的9种树种共240株树木供“云

认养”。其中包括桂江路绿地的

100株樱花，嘉川路小游园的90株

白玉兰、桂花、柳树、香樟、栾树，乐

山绿地的50株银杏、乌桕、朴树等，

认养期限均为1年，每株90元。

上海新增森林5万亩
绿化部门透露，至2021年底，

上海已新增森林5万亩、抚育公益

林3万亩，新建千亩以上开放休闲

林地10个。有关部门还完善优化

了《上海市开放林地建设导则》，为

林地能更好地服务市民提供支撑。

自2017年以来，本市试点开展

互联网+义务植树，以在线认建认

养方式“补充”线下实体植树。市民

可通过“随申办市民云”App、“绿色

上海”微信公众号、上海市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官网等途径，进入认建认

养平台参与。认养后，市民可通过

手机查看证书，或看看认养树木视

频。今后，平台还会提供特色植物

认养、公园绿地认养等。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