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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园区，央企和总部经济集聚的滨江
宝地。从中铝大厦的落地窗望去，对面正是
世博文化公园。一边是公园北区江南风光
旖旎的申园，一边是仍在建设中的南园。这
幅窗外的风景，中铝国贸集团副总经理赵鹏
飞朝夕相处了近3个月。本轮疫情期间，他
和同事们值守办公楼，开启“白加黑”模式，
公司的业务量不减反增，实现逆势飞扬。但
他表示，“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
易国，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贸易领域的最大
购买者，然而巨大的购买力却没能帮助中国
企业改变价格接受者的尴尬地位。”
让他欣喜的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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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以下简称

《引领区意见》）公布一周年之际，“世博地区
大宗商品国际贸易生态集成区”揭牌。“过去
中国企业在参与全球贸易活动中往往单打
独斗，不能形成协同效应。此举有望提升我
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定价权，形成
‘上海价格’。”

去年7月15日，浦东这张“王牌”，迎来
了新的使命——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引领区。这个引领，不仅包括更高水平改革
开放的引领、自主创新发展的引领、全球资
源配置的引领，还包括扩大国内需求的引领
和现代城市治理的全方位引领。
在张江科学城，与在建中的“科学之门”

隔河相望，张江水泥厂是张江科学城中唯一
有一定规模的工业遗存。市区联手的该项
目定位为“医创科技+数字文创”，通过保留
并更新改造万米仓、水泥筒仓等历史工业特
色建筑等方式，打造产业共生、建筑多元化、

人文共享为一体的复合型产业园区，未来将
成为张江科学城的一块“人文活力拼图”。
在外高桥保税区，离岸贸易正火热进行

中。《引领区意见》中，提出多项支持离岸业
务发展的支持意见，覆盖系统支撑、税收优
惠、流程优化等各方面内容。去年年底，全
国首个自贸区“离岸通”平台在这里上线，将
推动浦东成为“买卖全球、调度全球”的国际
资源配置中心。
在金桥城市副中心，随着“一根烟囱”的

倒掉，将崛起的是“地上一座城、地下一座
城、云端一座城”的“未来之城”。将来这里
不但“为世界造车”，还将成为碳达峰、碳中
和的示范区，用有烟火气的高品质城市形态
让人才安居乐业。
引领区一年，浦东充分运用《引领区意

见》赋予的立法变通权，9部“浦东法规”密
集出台。今天，浦东新区2022年度首批两

部管理措施也正式施行。它们以法治的形
式对浦东改革试点经验加以固化，既保障
改革试点依法规范，也为全市乃至全国的
相关改革试点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浦
东样板”。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

者胜。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肇
始于中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
进的关键阶段。引领区一年，全面深化改革
的大幕已然拉开。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
硬的骨头；继续敢闯敢试、先行先试，继续为
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探路；努力成为更
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
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
国精神、中国道路。这不过是个开场。

本报讯 国务院医改领
导小组昨天召开2022年全

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

医改领导小组组长龚正在

上海分会场指出，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医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坚

决落实好国家交给上海的

医改试点任务，持续促进优

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

局，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

药联动改革，持续推动以治

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转变，持续推进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切

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获

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龚正指出，要提高站

位，切实增强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深化医改工作，是关乎

群众福祉的重大民生民心

工程，是上海服务国家战

略、为全国医改向纵深发展

探索路径的内在要求，是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推进

健康上海建设、实现全民健

康的核心内容。

龚正指出，要突出改革

系统集成，力争在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取得更大进

展。要以抓实抓细疫情防

控为首要任务，坚决守住不

出现规模性反弹的底线，全

力增强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加快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体系，不断健全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要以推进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提

升医疗卫生服务能级，积极

创建国家医学中心。要以

支持“五个新城”“南北转

型”发展为重点，加快优质

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持续深

化郊区新院与母院一体化

改革，加速推进构建分级诊疗新格局，加快布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要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为牵引，深化“三

医联动”改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深化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推进药品耗材招采机制改革。要以智慧

医疗创新发展为突破口，打造便捷就医2.0版，强化普

惠性、便捷性和包容性。

龚正指出，要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组织领导，加强

联动配合，强化督促指导，咬住目标、加力加速，确保各

项医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

副市长宗明主持上海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记者 郜阳）市卫健委今

早通报：14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6例和无症状感染者39例，均

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自今日起，将虹口区四川北路街

道四平路59号调整为疫情高风险区；

将浦东新区三林镇同济村果园队、徐

汇区凌云路街道梅陇七村、静安区彭

浦新村街道保德路641弄、长宁区新

华路街道幸福路211弄1号华山夏都

苑、普陀区甘泉路街道黄陵路200弄、

虹口区广中路街道广中路460号、杨

浦区殷行街道国和一村122-127号、闵

行区江川路街道华坪路69弄华江小

区、宝山区淞南镇长江路860弄9支弄

8-30号等9区29地调整为疫情中风

险区。

同时，自今日零时起，将静安区共

和新路街道沪太路785号B座501西区

天空音乐量贩式KTV等60个高中风险

区域解除管控。

本报讯（记者 郜阳）位于杨浦区

武川路45号二层店铺-2的上海德皓酒

吧有限公司发生疫情以后，杨浦区第一

时间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昨天将有

关调查处理情况向社会通报。

上海德皓酒吧有限公司自7月1日

至7月3日期间，未履行员工每日核酸

检测，未督促进店顾客扫场所码和测量

体温，未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导致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造成严重后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

规和我市疫情防控有关规定，拟吊销

该企业《营业执照》并处罚款，将相关

人员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同时，

拟对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个人，视其

造成疫情扩散情节的严重程度追究相

关法律责任。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日，上

海市房管局发布消息，2022年上海第

三次以集中批量供应的方式推出房

源，涉及40个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36.1万平方米，共计12585套。

本批次新房分布在浦东、静安、杨

浦、闵行、宝山、嘉定、奉贤、松江、青浦

9个区域，备案均价58586元/平方

米。在40个项目中，备案均价在6万

元/平方米以下的项目24个，面积占

比约61%；10万元/平方米以上的项目

5个，面积占比约12.2%。其中，续盘

项目21个，新开楼盘19个，均参照周

边同品质项目备案均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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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本土新增6+39高、中风险区1+29

一酒吧防疫不严致疫情传播被通报

第三批次集中供应
新房12585套

继虹桥社区AI食堂之后，面

向商圈白领的“熙香AI食堂”于近

日在光大安石大融城迎客。除了

由机器大厨烹饪的涵盖八大菜系

的中式快餐外，可以自动补餐的智

能回转台也首次亮相。据了解，食

堂的菜品皆由后厨的机械臂烹饪

完成。由智慧厨房制作完成的菜

品放置到旋转台后，系统通过视觉

识别技术，实时监测分析货道上的

菜品情况。一旦货道上的菜品少

于2份，视觉识别系统会自动识

别，并通过机械臂和推杆将旋转台

上的同款菜品推送到相应的货道

上，实现实时补餐，给周边白领带

来崭新的就餐体验。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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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今天上午，国
家统计局发布上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总体趋稳，环比上涨城市微

幅增加，同比上涨城市稍有减少。在上

海，新房、二手房市场稳步复苏，新房价格

出现微幅上涨。

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

市分别有31个和21个，比上月均增加6

个，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上涨0.5%，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同比上涨

城市分别有21个和12个，比上月分别减

少2个和1个，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3.3%和1.1%。

“今年6月，上海新房市场月成交面

积超过100万平方米，恢复稳健。”房产分

析师卢文曦介绍，不少市民希望改善居住

环境，单价超过10万元的项目表现相对

突出，上海房价相对微幅上涨。在二手房

市场，总价在300-400万元的房屋交易活

跃，房价相对比较稳定，仅上涨0.2%。

目前，今年第二批次集中入市的新房

项目已经完成认筹超60%。昨日，上海发

布了第三批集中入市楼盘信息，多以3-6

万元/平方米的首次改善产品为主。卢文

曦预测，本月，申城楼市成交量会持续稳

定释放，均价也会回到正常区间。

申城新房价格微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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