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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委员说
要点一把火

“小梁薄板”
与一诺千金

◆ 沈月明 ◆ 潘高峰

“我们这帮人，怎么把火点起来？”

昨天下午，市政协工商联界别的分组讨

论会上，市政协委员、上海致盛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润斌抛出了这个问题。他

说，民营企业要重整信心，融入国家的高质

量发展，在座的人，都要有这样的使命担当。

张润斌委员为何会这样说？翻开市政

协委员名册，你会发现，工商联界别委员绝

大多数是民营企业的当家人，头衔不是董事

长，就是总经理，是成功企业家们的代表。

但他们经营的企业，最初也是从小微企业成

长起来的。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下，即

使是他们，也感到了冬天的寒意，更何况那

些根基薄弱、抗风险能力差的小企业。

可能正因为这种感同身受，昨天的分组

会上，“信心”成了委员们频频提及的一个词。

信心如金，但信心不会凭空而来。呼吁

信心，往往是缺乏信心的表现。如何才能真

正提振市场信心？正如委员所言，要点一把

火。这把火，既要温暖冬天，也要照亮前程。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要有实实在在、

细致入微的帮扶举措。比如有委员建议，对

疫情中收入受到严重影响的行业群体给予

帮助；有委员建议，将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

延长至2023年一季度或上半年，给市场主

体充分休养生息的时间；有委员建议，探索

建立中小企业工资补贴机制，精准实施“放

水养鱼”策略等等。

而放眼长远，更要有激发创新活力、体

现市场公平的政策与环境。昨天的会上，有

委员提到，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特别强调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让人印象

深刻。“这段时间都是好消息，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谈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感到很温暖。”

什么是“两个毫不动摇”，就是毫不动摇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

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

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今天的人大开幕式上，市长龚正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也专门提到要“充分激发各类市场

主体活力”，其中“健全多层次政企沟通协商机

制，开展中小企业质量提升帮扶行动，完善优质

中小企业梯度培养体系，深化普惠金融顾问

服务”等做法，都是着眼长远、放眼未来的良方。

跨得出眼前的沟坎，看得见远方的风

景，信心才会和春天一起到来。

市人大代表9日

晚进入驻地，为今天

开幕的第十六届人大

第一次会议“预热”。

每个代表入住

后，就可以看到铺满

了一个方桌的各类资

料，一旁还有一个红

色资料袋。资料有些

啥？主要分三类。除

了大会相关资料和防

疫物资之外，最显眼

的是两本杂志、两本

书——做好人大代表

的“辅导书籍”。两本

杂志是《上海人大》去

年 12月的月刊以及

增刊。两本书分别是

《人大代表议案建议

这样写》和《怎样做好

新时代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是按照

人口基数来确定人数

的。每一位人大代表

身后，代表了2.5万市民。人大

代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为

“民生”发出“民声”。《上海人

大》增刊，就是市十五届人大代

表积极履职的事迹汇编。市人

大代表每一届有800多名。市

十五届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有

20000多人次人大代表参与常

委会立法、监督、调研座谈、视

察等履职活动。而履职的书面

成果，就是议案或者建议。五

年来，代表们提出222件代表

议案和5336件代表建议，大部

分都得到落实，解决了民生所

困，赢得了民心所向。

写好议案、建议，就是做市

人大代表的基本功。

市人大代表
朱光（新民晚报记者）

打开系统、轻点鼠标……昨天

中午11时刚过，市委党校海兴楼内

热闹了起来。刚出席了市政协十四

届一次会议开幕会议的多位政协委

员来到这里，参加线上意见建议咨

询，与上海多家委办局主要部门和

单位在线沟通交流，紧盯民生实事

等“问个不停”。

高层旧住宅里老旧电梯的维保

是否有相关补贴方案？打造营商环

境中的法律问题如何解决？一个个

委员们关心的问题在“云端”抛出。

市政协委员刘波英登录两会线上咨

询平台，今年他最在意的是崇明生

态岛的建设。“请问崇明岛的规划

里，目前有哪些方面的措施落地？

如何更好地结合产业和生态建设发

展的契合点？”通过电脑屏幕，双方

谈得很热烈。

市政协委员游闽键发现，今年

在线咨询功能更齐全了。他很快接

通了市人社局的线路，“往届毕业生

落户政策是否能像应届生一样放

宽？”他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此

前，上海发布了《2022年非上海生源

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

本市户籍评分办法》，明确在沪各研

究所、各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符合

当年度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

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办法规

定的基本条件即可直接落户。而游

闽键委员在联系界别群众工作中了

解到，不少前两年毕业的优秀人才

无法适用这一新政。“这两年受到疫

情冲击，落户政策让往届生们有些

力不从心，尤其是社保缴纳基数的

规定上，想要满足难度较大。”

他的问题很快得到了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回复：“如果企业和

行业确实受到疫情影响，员工整体

收入出现大幅度下降，可以采取一

事一议的办法，在社保基数的认定

上进行个案认定。”

“除了一事一议，更希望能够出

台更具有针对性的普惠政策。”游闽

键表示，上海要留住人才，往届生的

落户政策也应逐渐放开。在确保留

住应届生的同时，也应该帮助往届

生分步落实，实现安居乐业。

这已经是游闽键委员连续第三

年参加线上委员意见建议咨询活

动，“线上咨询的方式越来越完善，

时间也更充裕，通过这样的平台能

让我们对接相关部门更方便。同时

也希望线下咨询能够在明年恢复，

面对面解决问题的效率也会更高”。

市政协委员洪亮将一个金融机

构在调解结案中的诉讼费退费问题，

向高院作了反映，随后，上海金融法

院具体承办的法官与他进行了电话

沟通。“他们的反应速度非常快，体验

很好。委员线上咨询，能让专业的人

来回答专业的问题。金融法院表示，

将会把我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梳理，

给予答复。”洪亮对此表示满意。

为更好传递政府部门声音，服

务委员知情明政，今年上海两会继

续搭建线上问政平台。据统计，共

有35位委员咨询了27家单位，涉及

市教委、市政府办公厅、市发展改革

委、市房管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市

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咨询事项

73件。 本报记者 解敏 江跃中

代表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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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问政回应关切

市政协线上咨询
委员紧盯民生实事“问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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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上午龚正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我听到“小梁薄板”四个字，心头为

之一热。去年5月下旬的一次采访中，我第

一次听到“小梁薄板”这个名词，由此也知道

它代表的房屋是怎样的简陋，生活在里面的

人有多困难。去年下半年我就隐约听到政

府官员开始关注“小梁薄板”房屋，没想到这

么快就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

报告在“今后五年工作的主要目标”中

这样写道：“两旧一村”改造取得阶段性成

果，中心城区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小梁薄板房屋改造，中心城区周边城中村改

造全面完成，郊区旧城区改建加快推进。

三行字的背后，维系着数以十万甚至百

万计群众的人生梦想。

去年5月下旬，我走进瞿溪路1200弄采

访，当时这里的疫情十分严重。在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江文强的带领下，我第一次见识了

“小梁薄板”房屋。所谓“小梁薄板”，顾名思

义就是梁很小，楼板很薄，总之就是用料很

省、建筑质量很差的房屋，通常只有二三层

楼高，煤卫合用，居室狭小。这些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因陋就简建造的老工房，没想到一代

代上海人住了六七十年。江书记说，当时楼

里有严重糖尿病老人阳了要去医院，他只能

背上老人一步一步从狭窄的楼梯上挪下来。

但是当去年7月全市中心城区成片二

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完成后，政府就

“瞄”上了城市各处散见的“小梁薄板”房。

我曾经以为最多在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房屋

改造完成后，上海“旧改”就走进历史了。但

显然我低估了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的复杂

程度，也可以说低估了上海持续改善群众住

房品质的决心。

我记得2022年上海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中明确写到当年的目标之一是全面完成

中心城区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上海践

行了诺言。而这个五年之诺，可以说分量更

重，任务更艰巨。在财政资金如此紧张、重

大工程连续上马的时刻，执笔者下定决心把

这些工作目标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可能真要

咬一咬牙、跺一跺脚。

所谓一诺千金，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政

府承诺，千真万确。不但很重要，而且真的

很昂贵，动辄以百亿计。但这样的庄严承

诺，以及排除万难，不折不扣去奋斗、去实现

的勇气和担当，才是人民政府、人民城市的

意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