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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市政协十四届一

次会议“强化科技创新的体系化能

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专题会议上，上海市政协委

员俞庆榕建议，给予科研单位更多

自主权，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

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从而让科研

人员心无旁骛地从事基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

转化等创造性工作。

给科研更多自主权
俞庆榕委员通过调研发现，落

户本市的世界一流研究机构以及标

志性的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数量不足、

影响力也有待提升，上海在卓越创新

人才、顶尖科研主体、创新引擎企业、

高质量创新成果、高水平开放创新等

方面仍存在短板，距离“引领学术新思

想、引领科学新发现、引领技术新发

明、引领产业新方向”，这“四个引

领”的要求也尚有一定差距。

俞庆榕委员感到，上海应进一

步建立健全给予科研更多自主权的

体制机制，能否有效地扩大科研单

位自主权，是克难攻坚的关键。他

建议，完善人才“选育管用”全链条

体系，推动本市研究型高校和科研

机构，培养和造就更多的战略科学

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

等，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听取高

校和科研机构的建议，以更大勇气

破除政策性障碍和体制机制性障

碍，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机制，促进多

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发展，在破解世

界科技前沿难题、满足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助力产

业发展等方面培养造就更多高层次

拔尖创新人才。

突破限制深度协同
在专题会议上，科创人才成为

了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常静委员建

议，要突破限制，动员好国家实验室

等战略科技力量与战略人才力量，

四类机构四类人才深度协同，突破

条线、部门和领域限制，同时发挥集

团军作战和市场竞争同步，政府在

资源配置、组织结构、激励机制方面

统筹推进。

柯勤飞委员建议，提升高素质

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水平，弹好协

同育人“协奏曲”。针对产业创新人

才急需，产教合作中创新要素脱节、

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不足

等问题，我们要创建高水平人才培

养体系，努力造就一批能够突破关

键技术、引领和支撑行业发展的高

层次创新人才。

本报记者 方翔 江跃中

思想众筹

委员建议完善人才“选育管用”全链条体系

青年代表话“未来”

本报讯 （记者 方

翔）几代读书人，一座学

习城。刚刚过去的2022

年，是上海市振兴中华读

书活动40周年。40年，

春华秋实，书香上海。在

今年上海两会上，不少政

协委员都将关注点放在

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全民

阅读推广上。

2022年4月，首届全

民阅读大会在京召开。

二十大报告又特别提到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可

见全民阅读工作已经成

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重要抓手。上海市

政协委员余岚此次提交

了一份“构筑上海城市

‘阅读+’空间，打造与国

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全民

阅读活动品牌”的提案。

余岚委员通过调研发现，

近年来，上海市民的阅读

热情日渐高涨，但从调研

中发现，每周阅读时长超

过 6小 时 的 市 民 为

23.08%，每年阅读书籍超

过 10本 的 市 民 仅 有

18.77%。上海市民的阅

读量、阅读频率、阅读时长

与其他国际大都市（年人

均阅读量在20-60本）相

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余岚委员建议，整合

城市内书店、党群服务、

社区文化、为老服务中心

等空间，结合图书发行及

阅读推广资源，打造具有

城市特色、服务大众的“阅读＋”

空间，实现阅读场所和阅读服务

两者价值的相互转化与相互促

进，真正让阅读成为市民高品质

文化生活的自觉方式。

同时，充分联动行业社会

资源，打造特色全民阅读

品牌。用产业化思路，市

场化运作，吸纳社会力量

参与品牌打造。内容上

可从科普、艺术、旅游、生

活美学等受百姓欢迎方

面设立“阅读+N”主题；

形式上可从工作坊、市民

市集、咖啡馆等打造“阅

读+新场景”，打造“咖在

上海 越读越浓”的全民

阅读品牌。

上海市政协委员黄

罗维在此次提交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全民阅读推

广的建议”中，希望有关

部门能够多关注年轻群

体（Z世代）和老年群体

的阅读需求，并以此开展

有针对性的阅读活动，让

大家在互动中加深对经

典著作的理解。他还建

议上海可以形成多个阅

读品牌的集群，在对阅读

品牌的培育中，可以更重

视对细分阅读品牌的打

造，在相关领域产生更好

的黏性，从而对全民阅读

起到有效的引领作用。

作为在出版界工作三

十余年的资深老编辑，也是

新任委员的杨柏伟表示，他

将秉承出版人字斟句酌、

一丝不苟的“辞海精神”，

做好参政议政工作，为推

动全民阅读作出贡献。

“阅读+”已经成为城

市生活的新体验，并成为人们的

生活方式。委员们纷纷表示，希

望通过进一步推进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社会，继续赋能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近年来，
世界各国报告的孤独症患病率逐年

增高。市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秘

书长蒋碧艳提交提案，建议建立孤独

症支持“社区保障资源生态圈”，为孤

独症群体提供更多关心和帮助。

经调研，蒋碧艳发现，目前孤独

症患儿的预防、发现和干预未能形

成机制，孤独症康复训练、教育安置

及社会生活存在困难，孤独症社会

保障联动和监管机制有待完善。蒋

碧艳委员告诉记者，对孤独症群体

的支持应是一种综合的服务模式，

政府部门应将服务重点转向扶持孤

独症儿童及成人在普通生活环境中

正常学习和生活，将孤独症支持重

心“回移”到社区，以社区为半径，形

成孤独症支持的社区生态圈，将孤

独症的预防、发现、康复、教育和生

活支持整合起来，让社区在普及儿

童发展发育知识，提升家庭照护功

能，升级专业服务方面发挥作用，推

动儿童、父母、家庭、邻里多元主体

的整体发展。让孤独症援助在公助

的基础上，实现互助、共助的目标。

她建议，建立社区支持保障资

源生态圈，以民政为龙头，整合医

疗、教育、财政、人社、街镇等部门资

源，建立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使孤独

症支持工作能够在社会保障体系的

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顺利衔接，保证服

务的连续性，建立从早期筛查和预防

到干预、教育、就业、养老一体的社区

生态化支持圈。其次，形成社区支持

专业服务层级机制。在专业服务层

面，通过与专业机构和人员合作，形

成常识普及→伙伴支持→专业辅

导→定向服务四层级专业化服务方

式，突破以往单一的机构康复形式，

将预防、诊断、康复、管理和生活多重

功能在社区层面进行整合，让传统的

孤独症“康复”变成正常“生活”。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目前我
市各急救中心药品报损、浪费现象比

较严重，很多药品更是目前医疗市场

上较为紧缺的抢救、急救药品；急救

中心药品以抢救药品为主，很多诸如

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等，更是医

疗机构点名的高警示药品，一旦被不

法分子利用，很容易发生社会安全隐

患。”市政协委员、静安区卫健委主任

叶强呼吁，加强完善急救中心药品管

理体系建设，通过“药联体”的构建，

为急救中心药品管理保驾护航。

叶强分析，急救中心作为患者

紧急情况下的患者抢救，其在疾病

救治、药品使用每天都有发生，但其

药品使用量小、急救本身的性质等

各方面原因导致院前急救的药品管

理、药品使用被大众所忽视，目前我

国的急救中心均以医师为主要团

体，鲜有急救中心配备专门的药师

对其药品使用进行监管，而因人员

紧缺、岗位设置、急救中心站点设置

分散等原因，导致药师在急救中心

的配置很难实现。

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叶强建议，

率先试点急救中心药师配备，由上海

市卫健委出台急救中心药师配备和

管理制度，要求市级、区级急救中心

以急救站点或区县急救中心为单位，

必须配备1—2名专业药师作为药品

专管员，全面负责全市、区急救中心

药品管理，并增加相应的药师编制岗

位，原则上区级急救中心必须设置一

个药师岗，各区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

增设药师岗位，相应岗位由有二级医

院工作经验的药师或经过相应医院

培训后的药师任职。

以区为单位，在单位内部在职

人员中设立药品专管员，所有药品

专管员需经过脱产专业培训合格后

方能上岗；在药品专管员基础上，构

建各辖区下的急救中心“药联体”，

由各区的区域医疗中心药剂科定期

派专业人员至辖区急救中心对所有

药事管理工作的给予指导、规整，并

对接药品专管员加强相应人员药品

管理能力的构建和指导。

此外，叶强建议统一全市急救

中心药品目录，根据全市、各区实际

情况，制定符合目前适合我市急救

需求的药品目录和清单，各区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在此清单上灵活制定

各自采购药品基数，做好急救药品

品种、基数等科学管理。

呼吁加强完善沪上急救中心药品管理体系建设

建“药联体”配药师专管急救药

在社区实现从早期筛查、干预到教育就业养老一体化

让孤独症群体在“生态圈”获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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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四大新

赛道，在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

来空间、未来材料五大领域加速布局。会

场内，来自科技创新行业的青年人大代表

刘伟、潘晶、谢应波（从左至右）热议人工智

能、机器人、元宇宙等未来产业发展。几位

代表坦言，上海提出领跑新赛道，抢占未来

产业创新高地，作为青年创业者“信心比黄

金珍贵”，更要抖擞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

赋能产业发展，迎风向未来。

本报记者 刘歆 范洁 摄影报道

两会影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