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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今年，上海新增城乡公园162

座，全市各类公园数量达832座。

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上海加

快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持续推进“千

园工程”，目前已有城市公园477

座、口袋公园265座、乡村公园89

座、主题公园1座，其中265座口袋

公园、89座乡村公园已全部实行24

小时开放，292座城市公园实行24

小时开放，271座城市公园向游客

开放共享草坪等空间，总面积500

多万平方米。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本市持续

探索“公园+”凝聚“人气”，推动绿

色共享。今年，申城“公园+”已开

展200余项活动，共计400余场次，

结合公园自身特色、文化、历史传

承，围绕艺术、文化、红色资源、体育

等内容，按照高品质、多样化、可持

续的思路，提升公园拓展服务水平，

进一步释放绿色红利。

探索多元发展模式
今年，“公园+”模式进一步探

索创新的多元发展模式，打造多功

能“生态会客厅”。

和平公园引进国内首家期刊主

题书店大隐书局 ·刊茶社，融“国际

期刊+休闲品茗+生活美学+主题餐

饮”于一体，汇聚20多个国家30个

门类1500多种期刊，是国内收藏期

刊最多的实体书店。

陆家嘴中心绿地公园用咖啡文

化串联生态底色，将多形式、多场景

设计嫁接到公园中，除举办国际咖啡

文化节外，结合拆围透绿项目开展

“公园+咖啡”长期合作。在此落地的

咖啡快闪店COFFEECUBE正在试

运行中，后期将每月邀请一座城市的

头部精品咖啡馆前来展示，创造更多

与游客链接的多元咖啡体验场景。

古美公园是国内首个以“城市

家具”为主题的公园，园内设置约

130件城市家具和中国城市家具发

展史文化长廊，形成一条“城市家具

游览线路”。公园毗邻上海第一个

城市家具产业园区——古美城市家

具创意设计产业园，未来将通过“城

市家具博物馆”“城市家具泛公园”

“城市家具系统建设”“城市家具双

年展”等项目，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城

市家具系统建设的标杆性社区。

健身市民日逾百万
更多体育活动也植入了公园

中。徐家汇公园引进国球乒乓球，

下阶段还将定期引入体育专业团队

指导市民正确开展专业体育运动，

打造全龄友好型公园。共青森林公

园携手区体育局和长三角体育部

门，打造“四季”长三角森林体育嘉

年华系列活动。滨江森林公园推出

“森林乐享节”，联合上海体育大学

和老年体育协会开展“体育进公园，

让我们一起科学锻炼”活动，在公园

开展科学锻炼知识现场答疑解惑，

倡导科学锻炼。

此外，虹桥体育公园、临空滑板

公园、半马苏河公园、青年艺术公园

等也引入了体育赛事，全市公园中

有近300座设有健身体育设施，每天

在公园绿地中健身的市民超过百万

人次，各类自发健身队伍数以千计。

逐渐育成文化品牌
结合公园改造，本市还推动公

园软硬件提质升级。华山儿童公园

与少年儿童出版社著名IP“十万个

为什么”深入合作，全新打造以“十

万个为什么”为主题的儿童科普公

园。崇明区新城公园与区司法局共

同打造法治文化阵地，推动法治宣

传与公园景色融合、法治供给与群

众需求匹配。金山区涟园党群服务

站涵盖便民服务、职工活动、园艺科

普、摄影展览、共享直播等功能，突

出“服务+”属性，“党建红”与“公园

绿”交相辉映。

一批公园主题功能拓展项目也

形成了长效机制，公园文化品牌逐

渐培育。黄浦区“环复兴公园艺术

季”的环复兴公园公共艺术青年设

计大赛已举办三年，吸引大量在

校、在职青年设计师参与，并通过

认建认养方式让优秀作品落地街

头。静安区与上海戏剧学院和上

大美院开展长期战略合作，在静安

雕塑公园举办艺术展，形成“公园+

艺术”独特氛围。古猗园举行“行走

江南”阅读城市主题活动，围绕“文

化＋阅读”营造浓郁的“书香园林”

氛围。辰山植物园“辰山草地音乐

节”室外古典交响音乐会也逐步成

为上海及长三角一体化中高品质的

文化名片。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申城今年已举办400余场“公园+”活动

新增 座，全市公园已达 座

（上接第1版）增强国际视野和世界
眼光，做到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

变化、对世界主要城市群和主要城

市情况了然于胸。坚持技术逻辑、

市场逻辑、治理逻辑相统一，从底

层逻辑角度把握国际经贸规则发

展变化，提升国际规则建构能力。

科学研判技术对规则的影响，把握

技术主导带动规则形成的机遇，抢

抓规则制定先机。深入研究、积极

应对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把握

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趋势，提升

对风险精准识别、动态监测的能力

水平，善于运用技术、信用等手段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构筑与高质量发

展、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安全监管

体系。

陈吉宁结合“五个中心”建设典

型案例，就进一步提高抓深化抓落

实的水平和成效，同与会同志深入

交流、分析启示、推动工作。他指

出，建设“五个中心”，要坚持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

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

现代化为保障，更好发挥“四大功

能”的质量导向和集成效应，在提升

经济中心国际地位、金融中心国际

化水平、贸易中心枢纽功能、航运中

心资源配置能力、科创中心策源功

能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谋划‘五

个中心’建设具体任务和工作举措

时，要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出发点，

把提升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作为着

力点，把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作为落

脚点，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

实、敢作善为抓落实。”

陈吉宁指出，推进国际经济中

心建设，要发挥区位优势，不断锻造

长板，善于从企业需求、产业发展出

发，正确看待和巩固发展区位优势；

保持战略定力，始终锲而不舍，以钉

钉子精神把看准了的特色产业做深

做细，持续向高端迈进；积极主动作

为，提升办事效率，不断深化改革创

新，兢兢业业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

的裉节问题，切实提升选择项目、沟

通对接、落地项目的专业能力和本

领。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始

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

旨，在服务科技创新全过程上下好

先手棋，找准问题裉节，开展系统制

度设计，真正实现创新突破。善于

发现具有牵引性撬动性的改革着眼

点，拿出自主改革方案和具体工作

举措，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

力。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要依

托科技赋能，前瞻判断技术走势，运

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突破提升。要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资源，协同

各方力量，更好发挥底层技术带动

作用，加快形成贸易发展新优势。

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要加快航

运绿色化智慧化转型，大力发展航

运保险和仲裁，稳步提高全球保险

和国际仲裁能力，补齐航运科技等

短板，提高要素资源配置能力。推

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加大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力度，着力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搭

建平台、创新制度，在研发方向、市

场拓展、资源整合等方面为企业赋

能，推动形成市场化内生动力。

龚正指出，要充分认识在更高

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紧迫性，聚焦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

战略任务，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以更大力度

改革、更高水平开放打造“五个中

心”建设升级版，不断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全面对接国际高标

准经贸规则，加快推进上海自贸试

验区及临港新片区高水平制度开

放。扎实推进浦东综合改革试点，

以更多实质性举措在要素市场化配

置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更好发挥流

量入口优势和进博会平台优势，聚

焦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更高质量发

展，推动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提升能

级。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围

绕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加强规则对

接、加快制度创新。依托东方枢纽，探

索建设国际商务合作区，打造新时代

国际开放门户枢纽新标杆。要坚持实

干为要、注重策略方法，在狠抓落实中

既要整体推进、更要重点突破，既要登

高望远、更要善作善成，既要讲显示

度、更要讲感受度，既要敢闯敢试、更

要守牢底线，全力推动各项改革开放

措施早见成果、快见成效。

市委常委李仰哲、赵嘉鸣、陈

通、朱芝松、张为、陈金山、李政、胡

世军，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负责同志，市检察院检察长出席

会议。全市各部委办局、各区及人

民团体负责同志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作为上

海市重大工程，S4公路入城段（莘

庄立交—金都路）交通完善工程迎

来关键节点——12月29日凌晨，保

通道路即将全线启用，这也意味着

S4公路入城段“抬升”将全面进入

第二阶段——主线高架施工阶段。

S4沪金高速是上海市域高速

干线公路“一环、十三射、一纵一横、

多联”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因其建

设形式为地面封闭式道路，导致东

西方向道路被“拦腰截断”，联络不

畅。此外，目前在建中的银都路越

江隧道建成通车后，由浦东方向来

的车流都将在银都路上转S4开往

市区方向，断头路不打通，银都路越

江隧道的功效也会大打折扣。因

此，有必要实施S4入城段交通完善

工程，抬升S4主线并新辟辅道。

S4入城段交通完善工程将自

莘庄立交接地后，抬升上跨莘朱路、

春申路、春申塘、银都路、梅州路和

金都路，接金都路以南S4公路的地

面段，全长约3.64公里。

据介绍，保通道路东线已于11

月底整体翻交启用，12月29日保通

道路西线通车后，标志着整个项目

的第一阶段全部完成，主线高速计

划于2025年二季度通车。

S4公路入城段“抬升”进入主线高架施工阶段

保通道路  日全线启用

日前，《慈善

法修改决定草

案》提请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

规定，从事个人求助网络

服务的平台，应当经国务

院民政部门指定，对通过

其发布的求助信息真实性

进行查验。

公信力是慈善事业的

“生死线”，缺乏或者丧失

了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

慈善组织、慈善网络平台

就会名存实亡，同时丧失

救助力。此番《慈善法修

改决定草案》中，相关条

款的修改聚焦“从事个

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

的公信力建设，就是立足

制度建设保护慈善事业健

康发展。

绝不容许不诚信的网

络募捐伤害公众的慈善之

心。记得    年  月底，

罗一笑事件一度持续发

酵。女儿重病，父亲罗尔

“卖文”求捐，短短数日就

筹集到   万元。当罗尔

的家庭情况被曝光之后，

舆论倒戈。一直以来，网

络不断曝出类似事件，反

映出对个人求助方面进行

法律规范的紧

迫性。求助者的

个人信息是否属

实，有无证据造假，甚至有

无默许、暗示、诱导造假？

重要信息披露完整否？审

查或监管承诺有无兑现？

对于一些个人求助平台，

类似问题一直以来也频频

遭公众质疑。

有人说求助是一种自

由权利，但慈善行为的正

义性，必须经得起时空的

考验。在网络时代，募捐

变得很方便。一些大病求

助平台在帮助大病患者筹

集医疗费用等方面，的确

发挥了较大作用。慈善组

织需要准确、翔实、全面的

高质量数据，更需要认真、

严谨、专业的高质量保

护。虽然此前《慈善法》已

经对慈善募捐进行了详细

规定，但在个人求助方面

仍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

只有平台、政府依法审查

求助者相关信息的真实性

与完整性，才能保护慈善

的有效性，提升慈善平台

的救助力。慈善募捐个人

网络求助的正义性，一定

要通过法律予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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