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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喜迎二十大 非凡十年 我的获得感

（上接第2版）沿着这一水岸联动的“水上会
客厅”，市民游客既可在船上观赏两岸美景，

也可多点上岸，漫步岸线，欣赏城市旖旎风

光。李强从四行仓库码头登船，一路检查水

上航线开通准备工作，听取打造苏州河“水上

会客厅”相关工作汇报，仔细询问水岸联动、

景观优化及航线设计等情况。李强指出，“一

江一河”公共空间贯通开放顺应了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心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要着眼世界级滨水区建设目标，进一

步提升能级、拓展内涵，做强功能、优化服务，

真正实现“串珠成链”，让广大市民游客望得

见水、触得到绿，更好品味城市历史、享受城

市艺术。要精雕细琢做好水岸联动这篇大文

章，以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和卓越心绘好滨水

“工笔画”，既要保护好两岸历史建筑，设计好

水岸“城市家具”，也要通过对水上航线、水上

活动的精心打造，更好与城市风貌、建筑特

色、两岸景致交相辉映，让“你在船上看风景，

岸上看你是风景”成为市民游客在“一江一

河”游览休憩时的美好收获。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加

快打造“公园+”的多彩天地。近年来，一批城

市公园相继改造提升，并不断拓展“公园+”功

能。位于虹口区的和平公园正在实施全方位

改造，将由原来的限时开放调整为24小时对

外开放，新增自然教育、生态科普、园艺市集、

智慧健身、萌宠乐园等多项功能，打造全天候

休闲游憩的综合性城市公园。位于黄浦区的

复兴公园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公园，有着

中西合璧的园林景观布局，将通过“打开围

墙”工程推动公园生态与城市生活全面开放

融合，打造更具活力的“无边界”公园。李强

分别察看了公园改造和功能提升最新进展，

了解对外开放准备情况，并就公园下一步开

放后的运行管理、配套服务等作了具体了

解。李强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围绕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愿

景，加快建设和推动更多城市高品质公共空

间开发开放，更好展现城市独特的风貌、烟火

的气息、绽放的地带。要更加注重在细微处

下功夫、见成效，结合“千座公园”计划，提升

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水平，让城市处处

有公园。结合公园各自特色禀赋，不断提升

服务、改进管理，既要把历史故事讲好、把亮

点优势做足，也要进一步在功能内涵的深化

上下功夫，更好满足市民对城市公园的需要，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领导诸葛宇杰、郭芳、刘多参加相关

调研。

让城市的空间更可亲近

（上接第2版）
龚正指出，在中国气象局的大力指导和

支持下，部市合作成效显著，上海气象事业蓬

勃发展，创新能力、业务能力、服务能力全面

提升，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

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贯彻落实国家《气象高

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充分发挥气

象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保障城市

安全提供强大屏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

提供坚实依托。希望进一步完善部市合作机

制，不断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推动气象科技

创新，落实重点合作项目，更好服务国家战

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

我国气象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庄国泰指出，当前中国气象局正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

精神，部署实施国务院《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

（2022—2035年）》，开展市部合作，意义重

大。希望双方面向超大城市安全，发挥气象

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面向城市精细化

管理，发挥上海气象引领示范作用。面向国

家战略，提升气象科技创新水平。中国气象

局将扎实推进市部合作工作，为上海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的气象服务保障。上海气象部

门要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我

们将举全局之力，持续提升全球气象服务能

力、谋划气象保障区域一体化发展、融入上海

超大城市建设，更好推动气象深化改革和创

新发展。

上海市副市长彭沉雷主持会议，中国气

象局副局长陈振林出席。会上，上海市气象

局作工作汇报。

中国气象局和上海市政府于2005年在全

国首创气象部市合作机制，迄今已召开8次联

席会议。在中国气象局的指导支持下，上海

气象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上接第2版）
罗文指出，市场监管总局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全面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开展质量

提升行动，以《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和《国家

标准化发展纲要》为根本遵循，全面推进质

量强国建设，推动标准化工作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上海当好推动

高质量发展、标准化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深

化市场监管改革、扩大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

者。希望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以质量和

标准化为切入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

进，支持上海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加快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龚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质量和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质量和标准化两个纲要文件，加快

把上海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质量和

标准化高地。要准确把握新形势和新要求，

进一步突出重点、聚焦关键，全力推进质量

和标准化创新发展。要强化创新，做强企

业，培育品牌，夯实基础，优化法治，不断提

升质量和标准竞争力，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

平和标准制定能力，提高上海品牌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要凝聚共识、通力协作，深化部

市合作，完善推进机制，共同推动上海质量

和标准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甘

霖宣读对上海开展国家标准化创新发展试

点和质量竞争型产业统计分类试点的批复

文件，宣读入选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

的典型案例。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为部署上

海市标准化发展行动计划和今年重点工

作。市标准化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代表张

晓刚发言。

会前，上海市政府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签署部市标准化合作备忘录。

拓展合作深度广度
推动气象科技创新

全面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推动标准化工作新发展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很美的一种生活方

式。市区居民从居住地出发，在城市化地区步

行15分钟；在远郊地区，骑行15分钟范围内

即可享受到各种民生服务，诗意地栖居……

10年来，这样的愿景正从梦想一步步成

为现实。昨天，上海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上海“十四五”全面推进“15分钟

社区生活圈”行动的指导意见》。根据相关规

划，到2025年，上海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5分

钟步行可达覆盖率将达到85%左右。

浦东：规划蓝图变“智能地图”
在位于邹平路58号的周家渡街道社区综

合为老服务中心，AI设备插上了5G翅膀，为

养老院里的老人提供更方便高效的服务。

家住上南花苑的孟先生家有老父亲，他

对全方位安防感应护理系统特别感兴趣。“有

了智慧养老的设施，老人家摔倒或离床都会

发出安全警示。家人可以通过远程控制，足

不出户了解长辈的健康状况。”旁边的工作人

员向他介绍，这个设备还可以显示晚上老人

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存在的睡眠问题。

更重要的是，一旦数据发生异常，系统会及时

干预，发出疾病预警提示。

通过“AI+养老”，从智能化综合为老服务

中心辐射到家门口微型为老服务站，再到居

家养老增能，养老不再是一个家庭在奋战。

记者了解到，在“周家渡智慧养老平台”微信

小程序，家属可以随时向社区提出安排护工

上门陪聊、陪同就医、助餐送餐等服务。未

来，随着5G的广泛运用，更多医养资源将在

老百姓15分钟生活服务圈内可触可及，精准

地为社区老人服务，打造智慧养老生态圈。

据悉，《浦东新区基本公共服务“15分钟

服务圈”资源配置标准体系》已发布。在探索

社会事业“15分钟生活圈”过程中，浦东走在

了数字化转型的前列：利用大数据等智能技术，

实现缺项服务检测、布局优化分析、项目选址建

议等功能，把规划蓝图转化为“智能地图”。

虹口：把建设意见交给居民
市中心最大保障房基地未来怎么建？如

何打造15分钟生活圈？虹口区这个社区把选

题交给居民。江湾镇街道彩虹湾社区日前在

居民中开展了一场调研，征集他们对打造“彩

虹湾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意见。

“我原先住在四川北路，生活很方便，现

在动迁到这里，有亲戚来做客，想请他们上饭

店吃饭也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住在虹湾社区

虹馥里小区的居民刘庆杰，希望社区能引进有

一定品牌、且成规模的饭店。入住彩虹湾四期

的年轻白领邱艳也有同样的希望，她还期盼社

区提供居民娱乐、休闲、学习的活动场所。

彩虹湾社区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保障

房基地，入住居民日益增多，需求各异。前不

久，虹口区相关职能部门来到社区调研，听取

居民意见，开展了一场主题为“彩虹湾美好生

活轴”的参与式调研活动，围绕“建设怎样的

社区”征集居民意见。为使居民充分表达意

见，江湾镇街道事先与彩虹湾社区的4个居委

会干部座谈，有的放矢设计了调研内容：动迁

居民有哪些生活需求、年轻居民与租客的生

活需求、社区公共空间的服务需求。

事实上，根据居民的呼声，彩虹湾地区生

活设施已在逐步完善中，上海市第四人民医

院、三角地菜场、邮局等均已落地，公交108、

887、160路等也已通达，星巴克和麦当劳开进

了社区。未来，街道将打造以“彩虹湾15分钟

社区生活圈”项目为代表的一批“道路+公园+

生活圈”工程，围绕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

养，植入更多文化、体育、康养等元素。

临港：“适度超前”推进各类配套
为了提高市民居住幸福指数，临港新片

区不断集中优质资源，借助特有的生态空间

优势，打造独具新城特色的15分钟生活圈。

为了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更加便捷的商

业服务，临港不断完善社区商业配套，建成了

古棕路、方竹路、竹柏路商业圈和宜浩欧景商

业街等商业设施，并在滴水湖地铁站开办了

乐乐市集，沿湖布局了“滴水客厅”和“湖畔客

厅”商业项目，打造高品质城市会客厅和市民

休闲餐饮好去处。

如何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更加贴心的社

区服务？南汇新城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实行“一口受理”和“分类办理”，并配置了“一

网通办”医保、社会保险、不动产登记等自助

终端，提供查询和办理医保、城保、公积金等

66项事务。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为长三角

地区个人提供异地就医登记、基本养老保险

转移接续、社保卡申请等20项服务。

在教育方面，临港已基本形成多样化教

育服务体系，现有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校和

幼儿园48所。医疗方面，与市六医院临港院

区建立紧密型医疗联合体，让优质资源向社

区延伸。临港新片区目前正以“适度超前”的

原则，加速推进各类配套。

沿湖沿海的自然条件、广阔的生态空间，

是临港特有的优势。在临港新片区的15分钟

生活圈规划中，将重点打造人与自然共生的

绿色空间。星空之境海绵公园位于上海天文

馆边上，附近很多居民来骑行、游玩。环绕滴

水湖一圈，已建起一片绵延几公里的二环城

市公园带。未来，公园带里将不仅有绿化和

步道，还会围绕居民需求，打造更多公共活动

设施。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袁玮 正欢

■ 吧훝뫓엏뗄뾧럈냉，景民쿭쫜돵쟯뗄쏀뺰 正建헽 摄

上海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口쏅뿚”地틢뗘居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