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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众筹

听代表讲述商圈和社区融合的故事

在今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了徐家汇等商圈景观灯光提升改造。

这让市人大代表、徐家汇街道党工委书

记万小岚特别激动。作为老上海商业的

记忆，徐家汇商圈如何焕然新生？在繁

华和品质之地，如何留住都市烟火气，提

升老百姓的幸福感？上海两会上，本报

记者采访万小岚代表，听她讲述商圈和

社区融合的故事。

她介绍，徐家汇商圈作为城市副中

心，是上海商业的一个地标，虽然可能比

不过南京路，但这几年，无论是硬环境建

设还是购物环境方面，一直在迭代升级

改造。像徐家汇天桥连廊，把商场全都

串联起来，做到了商圈无障碍通行。

在徐家汇，老百姓在购物的同时，也

能享受到优美环境。她说：“我们把徐家

汇公园和徐家汇体育公园两个联动起

来，把华山路漕溪北路、虹桥路以及天钥

桥路串联，让人感受到优美的景色就在

身边，城市的温度就在身边。”

下一阶段，还会继续进行商圈升级，

天桥连廊的三期四期五期，第六百货、太

平洋百货将开启更新改造，与现有的天

桥连廊连通，进一步实现徐家汇空间上

的南拓北进。徐家汇中心也是未来一个

爆发点，那是浦西第一高楼，会有非常好

的购物环境和品质，吃喝玩乐一天都可

以在此进行。依托徐家汇中心，会吸引

更多的企业总部入驻。另外，还有一个

配套的超五星级酒店。所以，未来的两

年，徐家汇将逐渐呈现一个更宜居宜业

宜游的“大徐家汇”格局。

作为徐家汇街道来说，商圈和社区

都是融合的，不仅仅是吸引外面的客人

过来，外地的客人过来，外区的客人过

来，更多的是附近社区居民的消费。

商圈的优势也为社区生活圈的打造

赋能。这两天为了迎接新年，区域的一

些企业，如汇金商厦、汇联商厦、山林熟

食、Olay超市等，都把一些优质的产品以

非常优惠的价格放到了“生活盒子”里。

“生活盒子”是邻里汇活动空间的

升级版，是徐家汇街道15分钟生活圈

建设重点打造的项目，配齐了社区食

堂、社区卫生、社区文体等功能，所有年

龄居民都可以在“生活盒子”找到自己

喜欢的项目，“最近最火的是社区志愿

者提供的剃头服务，只要15元。”万小

岚代表说。

关于15分钟生活圈，万小岚代表也

带来了她的建议。她认为，15分钟生活

圈建设应该纳入人民城市建设的总体规

划，作为实现高层次供给、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要结合各区、各街镇实际，做

好生活圈与城市规划的衔接，充分考虑

人口结构、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因地

制宜制定各区15分钟生活圈的总方案

和各街镇的具体实施方案。

本报记者 屠瑜

“希望在春暖花开时，孩子们能够到中华

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实地学习、沉浸式打

卡。”今年上海两会，市人大代表、上海市虹口

实验学校校长温静通过新民晚报呼吁，上海

一些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场馆增开夜场，丰

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这份建议得到两会上

多位代表委员的回应，市政协委员、中华艺术

宫（上海美术馆）馆长陈翔与温静代表通过视

频连线，共话馆校联动，携手协同育人。

“社会美育是文化场馆的基本职能，体现

了公共性以及社会价值，我们非常乐意为中小

学生开辟专场，不管是周末专场、假期专场还

是夜场。”陈翔委员认为，上海的文化艺术场馆

展览多样多元，不乏各行业的顶尖场馆，已成

为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地标，如何

更好地利用这些教育资源？他建议把在艺术

场馆的现场教学纳入教程。“让孩子们至少在

美术馆上一堂美术课、在音乐厅上一堂音乐

课，在博物馆上一堂历史课，让教育不仅在课

堂和书本，而是在真实环境和丰富场景中，让

孩子们在高雅的场景感受艺术的无穷魅力。”

“感谢您第一时间回应学生的愿望，我们

希望通过馆校联动，今后能让孩子们走进更

多的文化艺术场馆。我申请，下个学期一开

学，我们就组织学生在星期五下午两点半之

后，来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现场打卡与

体验。”温静代表笑说。本报记者 范洁 方翔

作为上海发展新引擎，五个新城在建设

过程中也需要提升公共服务功能，增强新城

生活品质和对各类人才吸引力。但市人大代

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市非遗保护中心）党

总支书记、馆长吴鹏宏调研发现，在上海市青

少年美育普及过程中，存在美育资源地域发

展不均衡的问题，五个新城显然是美育教育

的“洼地”。

“由于自身资源有限，五大新城缺少优

质的师资和项目，再加上考虑到交通、往返

时间等成本问题，优质资源在郊区开展美育

服务的积极性不如中心城区。”吴鹏宏告诉

记者，在五个新城中，临港新片区及南汇新

城的文化设施布局相对落后，奉贤新城尽管

硬件建设不错，但却缺乏优质的美育项目，

总的来说，扎根五个新城的文化教育社会主

体不多。

因此，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吴鹏宏代表

和朱光代表一起建议，向五个新城输送青少

年美育资源，希望建立城乡一体化美育资源

的统筹机制，通过公共文化创新项目评优的

方式，鼓励更多优质公共文化供给社会主体，

和五个新城结对子，让更多的优质美育资源

进驻五个新城。

“五个新城的本地文化各有特色，居民需

求各有侧重，建议‘一城一特色’地供给美育

资源。”他举例说，奉贤新城的居民对戏剧类

文化项目情有独钟，沪剧、滑稽戏等很受欢

迎；临港新城在建上海大歌剧院，就可以提前

普及歌剧艺术，培养高素养的歌剧粉丝。还

有亲子类的美育资源也是热点，除了演出和

展览，青少年也需要专业的导赏、讲座，教授

他们看出门道。

因此，他建议通过第三方专业教育评

估机构，加强对五个新城青少年美育课程

设计和评估。同时加大传播力度，鼓励更

多名家名人工作室开往五个新城的当地公

共文化设施，为更多青少年提供美育普及

教学。

在两会现场，吴鹏宏还带来一个好消息：

此次“秒杀”的“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今年将推

出倍增计划，以100个教学点位开出近300门

课程并招收2万多名学员，春季班将在3月开

始招生。此外，今年还将力推“社会大美育”

服务，联合全市美术馆、博物馆、剧院、院团等

专业力量，将美育大课堂开进社区，让更多市

民能够接受艺术的熏陶。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校长建议艺术馆增夜场
馆长视频连线相约春天

代表委员
“云对话”

“阳康”后如何中医调理代表建议
发布统一康复方案

把更多美育资源送过去代表建议
和五个新城结对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2022年上海各区

在城市运行与治理数字化上，打造“中枢系

统+专业平台+应用场景”的城市治理引擎，优

化“一网统管”平台在日常管理、应急联动、监

测预警、风险分析、协调指挥等方面的功能，

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在不断

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深化城市治理数字化转

型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但政协委员在走

访调研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市政协委员顾

薇玲提交提案，建议多维度赋能，加快城市治

理数字化转型。

顾薇玲委员指出，目前公共突发事件中

的数字化治理能力还有待加强；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的规范性需要进一步提升；对治理数

字化的风险评估和应对能力尚显不足等，应

该采取措施进行改进改善。

她建议，加强多维赋能，提升公共突发事

件中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加速发展本市的数

字基础设施，优化网络接入与使用环境，通过

智能媒介的深度普及消解“数字鸿沟”，以基

础设施赋能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数字化治

理；提升“数字身份”认证的能力，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位置定位等网络与通信技术，

获取权威的“社会事实”，并为风险识别提供

“统一的规范”。

加强法治保障，加快数字化转型相关规

范的落地。对线上、线下业务之间统筹协同

的机制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各区在对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的平台建设、系统接入、数据集

成、安全保护等方面标准规范和要求存在不

一致的现象，需要从更高层面进行统一协同。

坚守安全底线，加强风险评估和应对的

能力。社会治理部门要坚持信息安全的底线

思维，优化安全制度保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进一步落实公共数据分类分级保

护、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制度，

健全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安全责任落实机制

和重大安全事件处置机制。

关注民生服务，持续聚焦社区园区基层

治理。通过两网融合，构建对需要重点关注

人员的救助系统，搭建相关的预警数字化模

型，优化救助工单生成与执行的相关管理；完

善物联管理平台，对社区园区的物联感知设

施，进行标准化、一体化纳管，丰富物联感知

设施，打造智慧小区。

加快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委员建议
多维度赋能

“阳康后，我怎么还是老咳嗽？需要去医

院看看吗？”“阳康后总觉得心累心慌，感觉体

力不比以前，这是怎么回事？”“阳康后，我胃

口始终打不开，该怎么办？”这几天，代表小组

会议后，总有人拉住市人大代表、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副院长冯煜，向他请教新

冠防治的种种问题。

起初，冯煜还不以为意，可问的人多了，

他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在感染高峰后，很

多部门、医疗机构、专家都发表了不同的声音

或者自己的见解，的确对缺乏医学知识的普

通百姓起到了科普，但纷杂的各种解答也让

人不知道该听谁的。”

冯煜告诉记者，从中医角度来说，新冠病

毒感染恢复期患者邪气已祛，但正气尚为不

足；或正气渐复，但邪气尚有残留。因此对于

恢复期患者，应注重保护正气，益气活血，健

脾补肾。在康复服务方案的选用上，注重突

出症状的针对性治疗及机体整体状态的调

整，从而促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患者的整

体康复。

“在医院的新冠康复专科门诊，经常听

到阳康病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来咨询，

在康复期出现咳嗽咳痰、腹泻、胸闷气喘、乏

力、失眠等情况该怎么调理。很多市民希望

能从食疗、运动上给出一些简单易行的指

导。”冯煜说。

冯煜代表建议，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上

海中医界能够发出统一的、专业化的恢复期

康复方案，利于老年人群、慢病患者等在家自

我康复，改善相关临床症状，也便于亲朋更好

地照顾病患，提高生活质量，最大程度恢复日

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能力。他同时建议，为应

对可能出现的后续感染冲击，推广中医的康

复理念。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