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月
谈

峰
语
声

5
上海两会 · 要闻
2023年1月13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吴 健 视觉设计/戚黎明

这个数字
让人吃惊

乡村振兴
不是造“盆景”

◆ 沈月明 ◆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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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屠瑜 张钰芸 整理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各医疗机构在扩容增能的过程中需要增加更多的氧疗设备和

装置，但在备货过程中发现，购买的供氧系统氧气吸入器和氧气管

道不能匹配。经了解，供氧系统厂家很多，提供的氧气管道种类很

多。生产氧气吸入器的厂家也很多，生产的氧气吸入器也有很多

种型号和各种氧气管道匹配，但各种氧气管道和氧气吸入器又很

相似，没有明显的标记和型号，非常容易搞错。有些厂家为了实现

独家经营，供应的氧气吸入器和别的厂家完全不一样。

建议使用统一的标准和设置要求，不能有独家经营的设置。

氧气管道生产企业生产的氧气管道和其他企业生产的氧气吸入器

应均可匹配，以免出现生产企业供货不足，影响医疗救治情况。

随着出入境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企业迎来“走出去”的大好时

机，政府也在鼓励外贸企业“出海抢单”。

在提振经济的关键时期，建议上海加大对“出海抢单”的政策

支持力度。特别是在金融政策方面，建议金融机构对中小民营企

业的出口信用保险保费给予减免或全额支持。同时，还应发挥驻

外机构作用，通过银政企三方联动，为企业提供更全面、综合的金

融服务支持。此外，建议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成长期、

壮大期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例如，加大政府引导力度，推动国企

对本地优质成长型科创企业开展股权投资，加强产业合作，形成国

企与民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协作融通的产业链和生态链。

打造“爱上海”城市文旅品牌

统一供氧系统标准和设置要求

加大“出海抢单”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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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面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议打造“爱上海”城市文旅品牌。

首先，聚焦人文之美，共创开发海派生活、城市美学的观光微旅

行、夜上海旅游等项目；其次，融合产业势能，联合头部制造企业，如

在奉贤东方美谷产业园区，开发工业旅游城等产学研项目，打响“上

海市特色产业园区”品牌，推动美丽健康产业转型升级，打造集生

产、参观、体验及购物的国际级消费集聚区；最后，结合五个新城，深

入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以奉贤新城为例，开发体验型消费及非

遗文创项目，创办年轻人喜欢的特色体育文化项目，建设新型城市

绿色人文生态空间。利用国内外媒体及国际活动传播上海城市故

事，全面提升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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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各方力量服务社区孤寡老人
上海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我所在的街道有4500多位孤

寡老人，对应着23个居委。平均下来，每个居委对应195位老人。

但每个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就七八个人，靠这点力量去关心关爱服

务这么多老人，其实非常难。

怎么才能保证这些老人最起码发烧有人照顾？有三点建议：

加强志愿者服务，调动更多社区年轻人的积极性，参与到为老服务

中来；摸清老年人的不同情况，对老人分类服务管理，对不同老人

采取不同帮扶政策；社区医疗机构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指导老人学

会了解、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

加强智慧健康驿站运行质控管理
作为市政府实事项目，上海市智慧健康驿站于2019年开启建

设，现已建立200多家，基本实现全市各街镇全面覆盖。其从“上

海健康云”为信息化支撑，开展居民健康自检自评与自我管理，并

能够在上海健康云建立个人健康账户，实时掌握自我健康动态。

但智慧健康驿站建设还存在缺乏数据建设标准、实际使用率较低、

未发挥其规划作用等问题，需要改进提升。

建议建设智慧健康驿站数据标准，并对标准落地情况进行

跟踪、评估成效；加强智慧健康驿站运行质控管理，建立市、区

两级智慧健康驿站运行质控中心，制定驿站质控指标，完善质

控标准；不断优化国民体质监测的自检自测功能；不断完善健

康驿站的保障和运营机制，提高健康驿站运行服务水平和使用

频率。

目前，在上海的商业场所，包括零售商业、餐饮企业、旅馆、娱

乐康体设施等，“儿童友好”程度较低。

商业场所经营人对儿童友好城市相关概念有知晓或有一定程

度了解的并不多。由于改造成本高，商业场所经营人缺乏足够改

造意愿和动力。

建议有关部门细化商业场所儿童友好建设标准，建立、健全不

同类型商业场所“适儿化”建设、改造标准。对主动、积极参与相关

“适儿化”改造的单位，以及新建商业项目中主动进行“适儿化”规

划建设的单位，除予以相应的评优、奖项外，予以适当的资金补贴，

也可以在改造前期予以一定资金支持。

加快商业场所“儿童友好”项目改造

最近为了孩子读书，租了房，搬了家。

没想到入住不久，就接连遇上电梯罢工。虽

然住得不算高，只有13层，但爬一趟还是上

气不接下气。

有一回，出门又发现电梯没反应，因为

要赶着开会，只能步行下楼。走到底楼，碰

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我知道他住我楼

上，就劝他等物业来修理。老人很急，说自

己是下来倒垃圾的，灶头上还烧着东西。看

他转了几圈等不到物业，硬着头皮开始爬

楼，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

有了这几次亲身经历，两会上看到政协

委员关于高层住宅危旧电梯更换的建议，真

的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吓一跳。据市政

协委员陈江在提案中披露：上海梯龄15年

以上的住宅电梯有43089台，占全市住宅电

梯的56%。有的区，这个比例还要更高。比

如，市政协委员张錡、王美华调研发现，截至

2022年 6月底，黄浦区共有电梯住宅小区

329个，住宅电梯2488台。这些电梯大多是

上世纪90年代批量安装，使用年限超过15

年的占总数75%以上，比例在全市最高，而

且逐年增加。

有时候想想，治理一座城市还真难。加

装电梯的事还没忙完，又遇上更换电梯的

事。但这又是不得不做的事。毕竟，多层住

宅不加电梯只是不便，高层住宅危旧电梯如

果不及时维修更换，不光不便，还有事故风

险。家中电梯隔三岔五罢工的那段时间，每

次乘电梯都是战战兢兢，生怕哪一脚踩重

了，电梯来个自由落体运动。

当前，我国还没有电梯整机使用年限的

强制标准，只对电梯主要部件制定了判废标

准。根据《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三

十四条规定：“老旧电梯”是指“使用年限超

过15年的电梯”。也就是说，全市老旧电梯

已超过半数，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

是一个无法拖延的问题。因为电梯和人一

样，只会越来越老，不会返老还童。

政协委员们为此提出建议，首先要主动

排摸15年以上高层电梯的状况，特别是居

民已经多次反映问题的，要进行安全性和维

修有效性的评估，确有安全隐患或者维修困

难、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的，应第一时间拿出

更换方案。

从加装电梯可以推断，这不是件简单的

事,但必须去做。要从制度设计层面统筹考

虑，引起各方高度重视，像之前大力推进加

装电梯一样，让全社会都来关心高层建筑危

旧电梯换新问题。对于发生电梯安全重大

事故的，要建立问责机制。

本次市人代会，目前为止收到代表建议

约500条。我数了数，关于“三农”的代表建

议不超过30条，有关农民增收的就更少。

在上海，农村多少是有点边缘化的存在。

但倪向军代表的《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

让收入优先支持本市乡村振兴的建议》，我觉

得切中肯綮。讲得直白点，就是上海土地出让

的资金要多留点用于发展农村。

就我目力所及，现在的上海农民处于一

个比较尴尬的历史时期。经过多年的土地

征收和流转，实际拥有可耕作土地的农民已

经少之又少。虽然拥有基本生活保障，但农

民想发家致富，除了出门打拼，有点无计可施。

倪向军代表在建议中总结了当下农村的

一些普遍问题：空巢化、老龄化，乡镇企业关停

并转，集体分红有限，农业投入资金不足。所

以，她提出增加土地出让金中用于农业农村

的比例，重点用于农业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农

村公共服务体系和农村公益性事业建设，提

高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但个人感觉仍然

没有回答如何实际提升农民收入的问题。

当下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被认为是一

条带动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把农村搞得

美美的，吸引高端农业、康养、文旅等项目来

发展。我们也看到很多村路变宽了，河变清

了，房子变美了，造了很多民宿、咖啡馆、艺术

工作室。每到周末节假日，村里还很热闹。

但仔细观察，真正获益的本地农民还不

是很多。乡村文旅的创业者、投资者，大部分

是外乡人。正如倪向军代表所言，现在的上

海农村人口存在老龄化以及文化素质低的问

题。让他们来搞其实需要很高文化素养和经

营技巧的乡村文旅，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去年底召开的十二届市委二次全会，提出

乡村振兴要聚焦农民增收、农村集体经济壮大

等核心问题。我觉得真正说到了点子上。

如果乡村振兴只是造了一个乡村大花

园，搞了一个文创大集市，而本地的农民只是

看客和路人，那这样的乡村振兴，哪怕投了再

多的钱，有再大的名气，也不是真正的乡村振

兴。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没有真正参与其

中，也没有从中获得较大幅度的收入增长。

当然，如果本地农民做不好，放手让村集

体去筑巢引凤、做大做强，那当然也可以。但

村集体一定要有公开透明的分红机制，让全

村人可以获得可观的、固定的收入。但这样

的乡村振兴模式，还需要大力培育。

乡村振兴需要长期主义，需要精心规

划、倾情投入，需要始终把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放在第一位。举全区全镇之力用一年

两年砸钱造一个“盆景”，这样的美丽乡村，

如同拔苗助长，不会有一年又一年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