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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关注

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注

重“小快灵”“小切口”，坚持急用先

行、成熟优先、立改废释并举，都将

是2023—2027年上海地方立法的

鲜明特色。昨天下午，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举行。据悉，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

编制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

念，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

作用，以高质量立法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

供法治保障。五年立法规划项目遴

选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重点

关注六大领域——

◆ 围绕中央和市委重大战略

部署以及本市“十四五”规划重点任

务，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落

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推进深层次

结构性改革，加快本市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以及落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相

关任务提供法治保障的项目;

◆ 围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化“四大功能”

与深化“五个中心”建设，为完善经

济结构、优化营商环境，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及主动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法治保

障的项目;

◆ 围绕人民城市建设，着力创

造高品质生活，更好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向往，为切实保障改善民生，

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提供法治保障

的项目;

◆ 围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实

现高效能治理，为把握超大城市特

点和规律，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推进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

创新提供法治保障的项目;

◆ 围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巩固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以及推进生态惠民提供法治保障

的项目;

◆ 围绕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用足用好浦

东新区法规立法授权，为推进高水

平制度型开放，体现首创性改革、引

领性开放、集成化创新等方面提供

法治保障的项目。

此外，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市

人大常委会将根据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立改废释情况，同步推进地方

性法规的立改废释项目进入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

本报讯（记者 孙云）从最初三

个海归创业者租下创业孵化器里的

小小工位，到租下一层楼，再到“承

包”整幢楼，声网由零开始，在短短

10年中发展成为全球拥有54.8万项

注册应用、技术服务覆盖200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实时互动云服务开创者

和引领者——它在杨浦大创智创新

发展示范园区的发展轨迹，是这里

4500家双创企业的缩影。3月28

日，杨浦大创智创新发展示范园区

正式获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记者昨天实地采访发现，它不

仅是上海的文化产业发展“动力源”，

更向全球输出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

创智天地在五角场横空出世

时，面积仅有一平方公里，它是杨浦

实践“三区联动、三城融合”理念的

核心区域，也是直接受益者。正如

在这里“长大”的声网、万物新生、脉

策科技等一大批企业的创始人所

说，正是在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

游”的良好创业生态中，依托园区乃

至周边高校林立的智力资源，企业

获得几何级数式的快速发展。

如今，最初的一条大学路变成了

大学路街区，创智天地更向外辐射能

量，成为8.2平方公里大创智创新发

展示范园区的核心区。面积扩大，不

仅带来了企业数量的显著增加，总数

已占到全区总数的20%～30%，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更是约占杨浦全区的

47%；同时，也让整个生态愈发优越，

成为上海创新创业文化科技融合发

展的地标、上海产城融合转型发展的

缩影，呈现出以优秀文化为内容、以

科技创新为引擎，融合“大设计、泛

娱乐、新出版、慧生活、畅消费”等多

种文化元素的“大创智”品牌特质。

每个工作日，这里的人口吞吐

量达到17万人次，17万名知识工作

者在这里创业、工作、生活，他们带

来了活力，也享受着发展红利。一

方面，由复旦、同济校友创办的万物

新生、一造科技等一批企业成为各

自领域的引领者，相当一批企业在

境内外上市，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等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

面，他们也在大创智营造的丰富多元

线下消费场景中获得高品质生活。

因此，这里不仅出现了全国知名的

“网红”大学路，大创智所在的五角场

地区成为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更汇聚了一批上海

首店、杨浦首店，特别是新消费品牌

入驻及其与哔哩哔哩UP主合作、与

网络世界著名IP联名、在小红书

App上打卡的这些场景互动营销方

式，都具有鲜明的“大创智”特征。

作为本次上海唯一获此殊荣的

园区，大创智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

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

创新人才，重点培育了泛娱乐、大设

计、新消费三大文化科技产业集

群。截至目前，大创智的总营收已

突破30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营商环

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昨天，

“汇开放活力，聚科创动能——投资

宝山 共‘樱’未来”宝山区外商投资

促进交流会举行。墨西哥、秘鲁、新

西兰等多国驻沪总领馆、香港特区

政府驻沪办、澳洲商会、加中贸易理

事会等驻沪商协会代表，毕马威、德

勤、伟达中国、华钟咨询等跨国公司

及宝山重点外资企业代表等200名

嘉宾受邀参加。

会上，总投资超10亿元的14个

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涵盖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等一批外资新落地和能级

提升项目。

《

老
外
讲
故
事
·

另
眼
观
盛
会
》
百
集
融
媒
体
产
品
90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2023-2027年上海地方立法规划重点关注六大领域

日喀则街头这群“外卖小哥”不仅送外卖还问很多问题

上海援藏干部打造“雅布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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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区  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18号好了吗？”“等一下，马上

就好。”这是近日在西藏自治区日

喀则市科技路上的一个“外卖小

哥”和面店老板的对话。只不过这

个“外卖小哥”还问老板“开店多久

了，经营恢复得怎么样。”原来，这

个特殊的“外卖小哥”是上海来的援

藏干部。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是上海对

口支援地区。近期，为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

按照《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

作方案》，以及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

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正关于

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相关要求，上海

市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联络组探索

与美团合作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上海援藏干部人才同

美团“外卖小哥”一起接单送餐，同

美团业务经理一起到商超、药店调

研。他们穿街走巷，探索打造上海

援藏“雅布工作法”党建品牌（藏语

“雅布”是对朋友的真心称赞，藏族

同胞往往会用大拇指蘸白色糌粑在

朋友身上点个指印）。

穿骑手服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3月25日一早，上海市第十批援

藏干部人才联络组组长彭一浩带领

十多位上海援藏干部来到科技路，穿

上骑手衣服开始主题党日活动。科

技路上的商家很多，外卖客户调研

组很快就接到了订单。这是一个三

份汤面的订单，大家赶紧启程取餐。

来到店里，就看到店家正忙得

热火朝天。

“18号好了吗？”

“等一下，马上就好。”

“老板开店多久了，近期经营恢

复得怎样，一个月营业收入有多

少？”在等餐的间隙，援藏干部赶紧

问道。

取到餐后，大家马不停蹄地赶往

客户那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什么

时候来的日喀则，对日喀则感觉怎么

样，知道中央援藏政策吗，了解上海

援藏工作吗……”征得客户同意后，

援藏干部抓紧时间了解情况。

深入体验

发现百姓需求
药店商超调研组则在科技路、

黑龙江路附近的药店、商超穿梭。

“您是什么时候来日喀则做生

意的，疫情期间房租减免政策享受

到了吗，参加过政府消费券促销活

动吗，现在生意怎么样，超市什么销

量比较好……”趁老板有空，援藏干

部将问题一一提了出来。

“我们超市租的是私人房屋，没

享受到减免政策。”

“我们超市的房东是城投公司，

享受到了9个月的免租。”

“超市里最畅销的是酒水饮料。”

“我们可以参加政府的消费券

促销活动，但要在手机App上申请，

办理中还需要提供企业征信记录什

么的，比较麻烦，就没参加。”

商家的回答让援藏干部了解到

了日喀则部分经营主体的情况。

2个小时的走访很快结束了，

全队共送外卖19单，走访商超、药

店、小吃店等18家，面对面访谈群

众37人，收集市场运行、城市治理、

民生保障等方面问题11条。通过

这次的深入体验，大家发现了居民

门牌号有破损缺漏需要更换，发现

了公共设施设置需要加强，发现了

百姓的需求。

活动组织者表示，这正是上海

援藏干部人才当“外卖小哥”的目

的。只有走近群众，才能了解群众；

只有走访调研，才能体察民意；只有

倾听诉求，才能更好地为民服务。

以后，上海市第十批援藏干部人才

联络组还将坚持开展这类调研走访

活动。一段时间后，援藏联络组将

把收集到的问题分门别类梳理好。

一方面，在援藏项目设置、援藏资金

使用、援藏资源协调等方面更多地

向群众、经营主体呼声集中的领域

倾斜；另一方面，将向相关部门反馈

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帮助推动解决。

通讯员 吴凯铭 本报记者 鲁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