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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成就事业 奋斗创造未来
——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银行卡只剩4000元
去年10月中旬的一天，位于淮海中

路1253号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爱心窗

口，走进了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他向

工作人员咨询了一番后，表示愿意向上

海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专项基金

捐款。

“我想捐91万元。”当老人说出这个

数字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吃了一惊。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平日捐款市民虽然

络绎不绝，但一下捐出91万元实为少

见，这也是该基金会近期收到的最大一

笔个人捐赠。

工作人员在帮助老人完成刷卡支付

后，看到他手机上一条短信跳出，显示卡

内余额只剩4000多元，于是当即询问，会

不会因为捐赠影响生活。但老人说没关

系，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作为一

名老党员，他与共和国一同成长，深感国

家的兴盛，离不开一代代默默无闻、隐姓

埋名的奉献者，因此唯有两个要求：匿名

捐赠不宣传，这笔捐赠一定要用在助力

国家实现共同富裕上。

“您真是太高尚，我自认是做不

到。”听到工作人员的称赞，老人淡然一

笑说：“等你到我这个岁数，相信你也能

做到的。”

将善意用到实处
在得知这一故事后，上海援藏联络

组的援藏干部们也被老党员的高义所深

深感动。他们决定，一定要把这笔钱用

到实处，不辜负老人的一片赤诚之心，

把他的善意传递到需要帮助的藏族群

众手中。

经过多方调研，确定了在日喀则市

拉孜县使用这笔善款。拉孜县2019年顺

利通过第三方评估实现脱贫摘帽，2020

年顺利通过国家脱贫普查工作，但为防

止有群众因病、因灾或其他重大事故致

贫或返贫问题发生，拉孜县政府在出台

政策的同时，积极对接援藏联络组（拉孜

援藏小组），而上海老党员的捐赠犹如

“及时雨”，为拉孜县防止返贫致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工作提供了资金保障。

3月3日至5日，拉孜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边巴罗杰带队同乡村振兴工作人

员到实地对各乡镇上报需要帮扶的项目

进行了调查。3月28日至29日，上海第

九批援藏总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记孟

文海带队，会同拉孜援藏小组深入拉孜

县各乡镇，对拟需实施扶持救助的困难

农牧民家庭进行抽样调研，详细询问调

研户家庭基本情况、生产资料以及就医、

就学、就业现状和存在困难等。

经过审核，确定拉孜全县共有148户

449人农牧民家庭需要实施扶持救助举

措，救助资金共计92万元，根据具体的需

求，每户受助善款从2万元到4000元不

等。为确保资金的安全，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经乡村两级“公示”，乡镇申

请，县复核后，最终于6月17日召开资金

分配会议进行研究审定。为确保资金安

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将捐赠资金汇入

到拉孜县财政局指定账户，拉孜县财政

局通过“一卡通”形式直接拨付至各农户

卡上，县乡村振兴局全程进行监管工作。

照亮前路出困境
6月24日，善款如期汇入了受助群

众的银行卡中，让这些困难家庭喜上眉

梢。因为各种原因他们面临着很大的经

济压力，虽然在国家政策下能有基本保

障，但生活还是很艰难。而这场来自上

海的“及时雨”对他们而言，无疑是雪中

送炭。

芒普乡乃村的村民旦增平措患有高

血压、肺结核、心脏病等多种疾病，急需

医疗费去就诊看病，而来自上海的2万元

善款，让他心头的包袱一下子卸了下

来。“我准备戒酒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能辜负上海好心人的深情厚谊。”

家住拉孜镇拉龙村达瓦普尺一家有

六口人，一位妈妈带着5个儿女，24岁的

女儿卓玛央拉2021年毕业后目前无稳定

工作，全家劳动力只有1人。2021年，二

女儿普赤因肾病住院，家里的经济压力

非常大。在获得了1万元的资助善款后，

卓玛央拉高兴地说，弟弟妹妹们终于可

以安心学习了。

拉孜县查务乡达尔村村民普琼，身

患尿毒症需要换肾，前后治疗费用已经

用去了30万元，而她的哥哥一直扛着照

顾妹妹的重担。当收到2万元善款时，普

琼兄妹俩感激地说：“感谢上海老党员，

感谢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感谢上海援藏

干部。”

148户家庭，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而是一段段鲜活的人生。来自上海老党

员的善意，温暖了这些家庭，为他们早日

走出困境照亮了前路。当日喀则善款发

放完毕的消息传回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工作人员们由衷地感到高兴——老党员

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本报记者 李一能

老党员匿名捐赠 万元
资助148户西藏拉孜县困难家庭

上海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每天6141

吨、上海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达

40%……《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

三年来，上海市民垃圾分类习惯基本养

成。垃圾的资源化和减量化，将为上海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产生积极

的作用。

从制度规定到居民主动参与，并在实

际工作中改进不合理的安排，这是上海垃

圾分类三年来，取得的成绩之一。在这三

年来，不少小区试点出了许多新的投放方

式。像徐汇区一小区的社区工作者发现，

虽然小区的投放点布局合理，但在投放时

间的设置上欠考虑，忽视了一小部分生活

作息规律特殊的居民的诉求，因而通过放

宽投放时间，居民的小包垃圾反而减少，而

且垃圾分类达标率还上升了。

生活垃圾分类越细致，再利用的可能

性就越大，也就更有利于低碳环保。像浦

东花木街道一小区去年开始实施垃圾“六

分类”，将湿垃圾分为“餐前未烹饪垃圾”和

“餐后已烹饪垃圾”，并将旧衣物（废弃纺织

物）从可回收物里单列出来，定时定点投

放、收集，让更多垃圾得到资源化利用的可

能。“餐前未烹饪垃圾”在降解机内变成有

机介质，可以用于小区公共绿地；减重的

“餐后已烹饪垃圾”减轻末端处置压力，高

效变成绿色能源。

三年来的生活垃圾分类，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

“绿色低碳”。6月15日，也是2022年低碳日之际，《上

海市民低碳智慧手册》发布，聚集了上海市民的505条

低碳创意。“十四五”期间，上海要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

面达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5%以上，无害化处

理率维持在100%，全面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这

需要进一步汇聚广大市民的低碳“灵感”，激发全民低

碳生活热情，让他们直观了解到垃圾分类是如何服务

于减碳的，像6月9日上线的一个小程序，就可以让用

户输入垃圾分类的公斤数，并换算成碳排放量，在潜移

默化中传递绿色发展理念。

低碳是一种绿色理想，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积极向

上的年轻生活态度。通过在日常的垃圾分类中提升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增加源头减量等，让更多市民践行低

碳生活理念。

西藏日喀则市拉孜县芒普乡乃村的村民旦增平措这两天做出
一个决定，他要戒酒了。开始爱惜自己的身体，是他对一位上海老
党员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6月24日，拉孜县148户449名困难藏
族群众收到了一笔92万元的防返贫善款捐赠。其中91万元由一
位上海老党员匿名捐献，用于助力共同富裕。在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与上海援藏联络组的全力护航下，老人心愿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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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

缩影。这既是富有开拓性的宏伟事业，更是

极具创造性的探索实践。”李强同志在市第

十二次党代会上所作的报告，是上海全面推

进现代化、开创发展新局面的路线图，承载

着全市干部群众对未来上海发展的美好憧

憬，在上海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连日来，大家认真学习报告精神，纷纷表达

了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心和建功新时代的

坚强决心。

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力
“我们深感使命光荣、任重道远！”上海

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徐枫说，市第十二次党

代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

海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系统总结了上

海过去五年的工作成就和经验启示，科学描

绘了未来五年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蓝

图，是一次统一思想、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

大会。《市委报告》立意高远、主题鲜明、内涵

丰富，突出了科技创新在上海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重要作用。科技系统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将认真学习领会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把智

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

能，推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基础

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克，深化科技体制机

制改革，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加快推进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工作成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真正把美好蓝图变为生动现实，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加大培育青年人才
复旦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院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赵东元表示，市委报告强调要“让上

海因人才更精彩，人才因上海更出彩”。高校

是培养人才、聚集人才的主阵地，是科技创新

的策源地，我们高校教师既要坚守好教书育

人的“三尺讲台”，当好“大先生”，培养更多勇

攀高峰的青年人才，加大对基础人才尤其是

青年优秀人才的培育，引导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用有所成，不断深挖学校作为创新人才

“蓄水池”的潜能，助力上海在打造高水平人

才高地过程中更好发挥“头雁效应”；还要发

挥好人才作用，勇做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排

头兵”，聚焦原始创新能力，加强产学研深度

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不断产出有影响力

的标志性成果。“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

砺奋进、勇毅前行，为建设创新之城、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强书记在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

告中总结了上海近五年牢记嘱托，砥砺奋进

的成就，描绘了未来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令人

倍感振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党委书记瞿介明说，近年来瑞金医院按照

党中央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在疫情防控和医

疗保障等各方面全力以赴，充分发挥了大型

公立医院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瑞金医院

应当更加有担当有行动，以更加高昂的精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上海市党代会确立的各项方略上来，

坚定信心，再接再厉，众志成城建设成为国家

医学中心，为健康中国、健康城市、健康人民

不懈奋斗，并全心全意将瑞金医院建设成为

面向未来、亚洲一流的示范性医院，为把上海

市全面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贡献力量。

不断推出原创精品
上海京剧院院长张帆表示，党代会报

告为未来五年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创产业繁荣发展指明

了方向，激励文艺工作者做好新的历史关

头的奋楫者。上海京剧院始终坚持用优秀

的文艺作品弘扬时代主旋律，近五年来创排

了《红色特工》《换人间》等剧目，拍摄了京剧

电影《贞观盛事》《捉放曹》，培养了一批京剧

领军人才，修缮了百年剧场天蟾舞台，用一

系列的实际行动为上海文化品牌建设不断

添砖加瓦。他说：“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将

秉持‘文艺为民’的宗旨，潜心创作人民群众

喜爱的优秀作品；我们有责任回应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让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座城

市感受到归宿感，激发活力、追逐梦想、成就

价值。”

作为一名基层文博工作者，上海博物馆

党委办公室主任蔡敏表示：“五年来，上海围

绕‘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的主线，紧扣习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落地与落实，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不

断推出原创文化精品，高品质公共服务供

给更加多元多样；打造‘家门口的文化客

厅’‘最美公共文化空间’，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更趋完善。”蔡敏还提到将于明年建

成开放的上海博物馆东馆：“上博东馆将以

一流设施、一流藏品、一流展示、一流服务，

进一步推动文化惠民提质增效，更好地体现

习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的理念，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马亚宁 陆梓华 左妍 吴旭颖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