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屠瑜）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大会提案
自2023年11月21日开始征集。截至昨天17时，大会已收到
提案428件，提案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提案委员
会正在认真开展立案审查工作。

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已收到提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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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历史老建筑铭牌
规范老建筑上的铭牌，关乎保护、利用和管理更上台

阶。比如，在衡复风貌区，历史建筑门口悬挂铭牌，材质、

式样、形状、大小、色彩、文字字体、悬挂位置应该规范。

同时，铭牌上建筑名称的翻译比较随意。如安亭

路71号“增您智ZenithApartments”和陕西南路490号

的“立地公寓LydiaApartments”，“增您智”应是根据英

文Zenith（真利时）的读音音译而来，“立地”是英文Lydia

（莉迪亚，少了“亚”音）的音译。历史老建筑应尊重其原

名，外文译名应力求规范。2023年起实施的《上海市无

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要求建设无障碍环境，历史老建筑

铭牌可增设盲文，以便视障、视弱人士阅读建筑。

市人大代表
许丽萍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精细化管理强化“社区消防”
应严格推进社区消防设施定期检查制度，督促物

业公司切实履行日常检查责任，防止检查资料弄虚作

假；指导基层开展定期检查；严格推进专项抽查制度，

组织专业力量，采用明察暗访组合机制，发现真问题，

提出可行解决方案。

通过科技赋能，提升风险感知及处置能力。对全

市社区消防设施的合格率进行动态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采取针对性措施改进，并对相关方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应

向社会告知。通过广泛动员，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积极

探索消防安全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机制，保障居民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创新社区共治格局。

目前，上海已基本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先导产业

发展地方法治治理框架体系，制订《上海市促进浦东

新区健康医疗数据发展应用若干规定》将形成协同效

应。其中，亟待以科技向善为目标，以“伦理先行”保障

健康医疗数据安全。

为此，建议持续推动构建科技伦理体系，以“知情-

同意”为核心，建设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的生物样本

信息数据库；同时，负责任地使用数据，完善健康医疗

数据有序开放和应用管理机制，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

以及去标识化和匿名化，实现敏感信息、隐私保护及数

据安全管控。

新民眼

保障健康医疗数据安全

紧紧围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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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思路，谋划和
开展协商议政活动，着力提高履职建言的
针对性、实效性，推动上海以新的作为创造
新的业绩、交出新的答卷。市政协主席胡
文容今天上午在十四届市政协二次会议开
幕式的这段讲话，引发了众多政协委员的
关注和热议。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对于上海来说，要加快建成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
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必须要“奋力
一跳”。

“奋力一跳”既要掌握“跳”的能力，更
要学会把握“奋力”的机遇，直面“前进中的
问题、发展中的烦恼”。在这方面，政协委
员们可以通过深入协商议政、精准建言资
政，更好服务上海现代化建设大局。

多谋发展之计、多献务实之策、多聚团
结之力。十四届市政协一次会议以来共提
交提案    件，已办结提案   件。这些
提案紧扣时代脉搏、聚焦中心工作、饱含为
民情怀，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针对性、可
行性的意见建议，并涌现了不少的优秀提
案。像九三学社上海市委提交“关于加强
上海基础科学研究投入的提案”，建议保障

基础研究投入总量显著增长，建立各方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同
时，优化基础研究投入模式和考核标准。
提案承办单位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表
示，结合九三学社市委提出的建议，进一步
扩大原创探索类项目的规模和支持力度，
完善评价机制，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
开放包容的科研创新生态等。

不调研不协商、无准备不建言。如果
说“出实招”要靠下沉一线、深入调研，那么

“谋良策”就离不开“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    年，上海市政协按照深度协商效
果好、服务群众工作实、履职阵地作用强、
协商文化氛围浓的标准，创建第一批  个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示范点。同时，遍布
全市街镇的   个政协委员工作站，是上海

政协努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政协最佳实
践地的重要抓手，形成了“征题—调研—建
言—成果转化”的工作闭环。  个界别委
员工作室也在发挥协商议事作用，通过工
作室平台，三级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围
绕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城市建设等问题深
入协商、广纳民意。

在前行的道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伴
随着风险的往往是机遇。为国履职、为民
尽责。对于广大政协委员来说，在新征程
上把情况摸透，把问题找准，把建议提实，
直面挑战，破解矛盾，实现突破，为上海加
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
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作出应有
贡献。

本报记者 方翔 屠瑜 整理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建立地下管线数据资源库

加强科技领军企业培养
目前，上海的科技创新联合体还没有发挥出应有

的“战斗力”，部分企业没有投入相应的人力与资金。

有发展潜质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在强烈技术研发需求

下，尚没有与产业协会、高校院所、大型企业之间建立

起有效的合作与沟通渠道。

建议加强科技领军企业建设方略的顶层设计，优

化科技领军企业认定标准。进一步提高政策实施的精

准度至关重要。结合国家重大工程、国家重大任务设

计一揽子重大应用场景，支持领军企业做好新技术率

先集成应用示范。同时，提升领军企业话语权并加强

科技领军人才服务能力。

在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下，是密密麻麻管材各异、

埋深不一、粗细有别的管网，它们是城市的血管和神

经，默默涵养着地上的繁华。地下管线是城市基础设

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命线”。

建议解决类似多龙治水的问题，组成一个相当级

别的地下空间利用及地下管线管理部门，统筹对全市

地下空间的利用及所有地下管线的规划管理，在摸清

全市地下空间利用及地下管线“家底”的基础上，建立

完整的地下空间利用和地下管线数据资源库，并制定

相应的更新及长期的建设、运行管理办法，以解决这

一困扰全世界城市治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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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申城文化“活化传承”
上海在文化传承的具体推进过程中，仍然有些地

方可以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承的关键是与人结合，当

前市民的多样化需求非常强烈，所以在文化供给的针

对性上，可以进一步探索有效的手段。

建议将历史物件、场景、技法等进行数字化再现，

可以让更多的传统文化活起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传播

的力度。同时，进一步引入各类相关的文化传承和沙

龙等活动，使文化机构的功能得到更好延伸。依托红

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等文化元素，完善城市文

化标识体系的布局，从而留住城市记忆，让文化符号

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