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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帮办”服务能级
《要点》指出，2023年，上海将

全面提升“一网通办”帮办响应速度

和精准解决率，提升帮办系统服务

能级。优化拓展线上线下帮办服

务，“双100”高频依申请政务服务

事项开通“专业人工帮办”，实现1

分钟响应、90%解决率；“12345”热

线三方通话直转部门专业人员接

听，接通率90%；建立线上线下“办

不成事”反映、帮办、整改闭环联动

机制。

2023年，上海要深化政策和服

务“免申即享”模式。推进条件成熟

的行政给付、资金补贴扶持、税收优

惠等惠企利民政策和服务“免申即

享”“政策体检”全覆盖。新增28项

市级“免申即享”服务，鼓励各区推

出区级“免申即享”服务。

推动政务服务更易达
《要点》中要求，构建全周期、全

领域、全渠道泛在可及服务体系。

预约办理现场平均等候时间一般事

项不超过10分钟、复杂事项不超过

30分钟，窗口平均办理时间一般不

超过20分钟。推动“随申办”市民

云迭代升级，强化数字普惠，为特殊

人群提供个性化、多版本高质量服

务。深化拓展“一人一码”应用场

景，持续推进离线“随申码”在助

老扶幼等场景作为权益凭证等应

用，进一步提升市民数字化便利

获得感。

鼓励有条件的市级部门和区打

造虚拟政务服务大厅，在有条件、有

需求的居（村）委会创新试点远程虚

拟窗口服务模式，将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事项向居（村）委会延伸。

强化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内容供给，

打造线下15分钟政务服务圈。

强化数据和技术赋能
《要点》明确要强化数据和技术

赋能，更好为优化服务提供技术支

撑。持续优化人工智能服务中枢，

提升政务云底层算力资源支撑。持

续优化迭代，强化各领域算法模型

建模和机器深度学习，优化智能引

导主题，不断拓展“AI+一网通办”

智能场景应用。

创新区块链在“一网通办”中应

用，探索区块链在税务服务、市场监

管、民生服务、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等

场景中应用。 本报记者 解敏

“一网通办”智慧好办2.0版将出炉
高频事项首办成功率不低于90%

《2023年上海市全面深化
“一网通办”改革工作要点》（以
下简称《要点》）近日印发。上海
将打造“一网通办”智慧好办2.0

版，主要目标包括：优化法人和个
人“双100”高频依申请政务服务
事项，实现企业群众首办成功率
不低于90%，人工帮办解决率不
低于90%；新增和优化市级“免
申即享”服务54项；新增和优化
高效办成“一件事”11个等。

今年全国两会，高质量发展成

为高频热词。金山区委书记刘健表

示，将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转型

升级”战略要求，紧扣转型新发展、

塑造新形象的发展主线，一切围着

发展转、一切盯着发展干，加快推动

传统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兴产业构

建生态圈、未来产业找准新赛道，以

昂扬的斗志、务实的作风，奋力创造

新时代金山发展新奇迹。

加码加力稳增长
今年，金山将坚持“加码加力稳

增长”，贯穿“跳一跳”精神。金山作

为后发展地区，将把发展作为消除

转型、破解升级时问题的关键。金

山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的

高线目标。刘健坦言：“如果想要圆

满实现，是需要我们‘跳一跳’的。”

为此，招商引资方面，金山拿出

了“争”的状态。聚焦“1+4+X+Y”新

型工业化产业体系（“1”是指以绿色

化工产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4”是

指新材料、智能装备、生命健康、信

息技术等四个产业集群；“X”是指

以生物医药、无人机、碳纤维复合材

料等为代表的一批特色优势产业；

“Y”是指以数字服务、创新服务、集

成服务等为重点的新兴生产性服务

业），创新招商引资新模式，切实在

白热化的竞争中突出重围。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围绕金

山“1+4+X+Y”产业体系，深化产教

融合。与南桥食品、青赛科技、倍锦

生物等企业合作，对接生物制药、智

能制造、无人机等特色优势产业，形

成机器人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等重

点专业。毕业生留金就业率保持在

10%左右，其中高级工以上占50%。

瞄准定位下苦功
转型升级是金山牢牢锚定的战

略定位。其中，化工和农业是金山

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答题”。

金山将加快化工精细化发展，着力

打造国际“纤维之都”，努力成为世

界级高端绿色化工产业示范区。同

时，加快区内农业精品化发展，把科

技和服务引入乡村，着力做优品质、

科技赋能、打响品牌。

最近，位于金山区的上海湾区

高新区发布一项产业链合作奖励政

策，受到企业热烈欢迎。到目前为

止，园区已有10余家企业申报该政

策，涉及合同资金超过1.5亿元，覆

盖制药装备、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

等产业领域。

上海湾区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沈国忠介绍，去年疫情期间，园区召

开了9场产业链对接会。不少企业

会上表示，常常为了一个原材料兜

了好大一个圈子采购，其实身边就

有这样的供应商。经过深入调研

后，园区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就近开

展产业链合作，促进更高效生产，助

力供应链更有韧性，同时，也通过产

业链内部的互动交流，让研发更有

针对性、自主创新更活跃，进而实现

供应链再造。

营商环境更优化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刘健说。市优化营商环境改革

已升级到了6.0版。金山区不仅要

不折不扣落实“规定动作”，还要因

地制宜做好“自选动作”。

今年，金山将持续提供高效便

捷的政务服务。深化“全程代办”

“提前服务”“拿地即开工”“长三角

‘一网通办’”等政务服务模式。还

将致力于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

境。杜绝“一刀切”“运动式”执法，

为企业提供规范健康包容的法治环

境，优化公平竞争审查机制，促进市

场公平竞争等。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陈佳华

“跳一跳”，实现增长目标
金山区“一切围着发展转”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复旦大学“红色巴士”出发了。

从望道故居到杨浦滨江、再到陆家

嘴，精选设计沪上红色主题实践路

线，在巴士车和红色地标的城市空间

里开展“移动式”讲解，将党的二十大

精神备成一门“行走的党课”。这是

上海高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

“大思政课”综合改革的一个缩影。

上海市教委昨天发布消息：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课程建设方面，上海实现

三年三跨越：2019年秋季学期，上

海以全市15家示范马院为试点，在

全国率先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2020

年全市公办本科高校开课率达到

80%；2022年秋季学期起，上海实现

全市高校本专科生全覆盖开设。如

今在上海所有高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到

各门思政课必修课之中。

经过探索实践，上海逐步打造

“新思想概论课+专论课+个论课+

中国系列课程”的金字塔形课程群

体系。在全面开课的同时，布点复

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华东政法大学等一批高校，围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建、教育等若

干领域系列重要论述开设个论课

程。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

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

设定课程模块，推出若干门“中国系

列”课程。目前“中国系列”思政课

选修课已实现全市高校全覆盖，开

设成熟课程100余门，每校至少开

设一门，一校一特色，东华大学“锦

绣中国”、华师大“中国智慧”、上海

体育学院“国乒荣耀”入选首批国家

一流本科课程。

在上海高校，让思政课上出理

论味道，要求能够用理论讲清现实

的问题，使课堂的每一个观点、结论

都经得起学生“为什么”的追问。还

要让思政课走进学生心田，要求教

师课堂教学时回应学生关切，把问

题掰开了、揉碎了，把事实和道理讲

清楚，使课堂真正达到启智润心的

功效。同济大学思政教师许家烨，

借助线上问题采集技术对学情进行

大数据分析，从学生的困惑出发，引

导学生确立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

高尚人生追求。上海理工大学思政

教师宗立宁，具有朝鲜语、亚非语言

文化和中国学跨学科背景以及外企

的工作经历，他从多学科视角为学

生讲述海外经济利益安全形势，被

学生称赞为“精彩思政课堂”。

在沪上广大思政课教师努力

下，更多的思政课“活起来”“火起

来”。复旦大学高晓林教授领衔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一门思政课

金课，在建设过程中加强实践教学，

积极打造第二课堂，实现课程内外、

学校内外统筹联动、整体统合。上

海交通大学黄伟力教授团队在思政

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金课建设

过程中，注重课程内涵建设，通过在

线教学、专家主题讲座、经典阅读、

案例库建设、实践教学等综合改革，

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并得到了学生

的好评。上海海事大学陈宇里教授

团队在建设思政金课《中国航海史》

建设过程中，全面梳理理论问题，着

力诠释中国航海事业，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航海事业伟大成就

的内容体系，构建了具备中国航海

文化和体现我国航海事业“国之大

者”的课程实践资源。

本报记者 张炯强

上海高校思政课“活起来”“火起来”
让每个观点、结论经得起学生“为什么”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