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大约8点多，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

自我介绍说是社区家庭医

生，在确认了我的身份后，

他问我“你母亲最近身体情

况如何？”我说挺好，并感谢

了他。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家庭医生的真实存在，而且

他亲切温和的语气让我相

信他并非只是走个形式，而

是在认真履行他的职责。

家庭医生，上海已经推

行了  年。去年的统计数

据，全市常住人口家庭医生

签约率已超过  %。但和同

事们讨论时，觉得家庭医生

离我们有点远，也不知道该

怎样拥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近来，我越来越觉得需要一个家庭

医生。比如前一阵我连着几天发烧，吃

不准是感染支原体还是新冠了，纠结这

个样子到底要不要上医院挂几瓶盐

水。我最终选择在家里“硬屏”，实在怕

了去大医院排长队。而如果我有一个

家庭医生，就可以咨询他该怎么做才

好，通过他预约个病毒检测等等，总不

用担心自己把自己整出个肺炎来。

所以我对昨天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的“（    年）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

容下沉，持续加强社区卫生服务能力

建设”举双手赞成。

事实上，本次上海两会代表委员

也不约而同对“社区诊疗”给予了高度

关注。比如有政协委员建议，增强基

层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推进社区标准

化口腔诊室建设。有代表提出，希望

延长社卫服务中心诊疗时间，缓解“看

病难”。这都是说到了点子上。今天

就有人在我朋友圈留言：社区医院周

末都要休息，谈何方便群众？

但我非常相信，上海的社区医院一

定会越来越强，家庭医生会越来越多。

这是缓解“看病难”的可靠途径，也是难

得可以达成多方共识、多方共赢的好方

案。想想以后发个烧，或者想补个牙，

一个电话三步路就解决，想想就幸福。

当然，医院、医生都得靠谱。

目前，老年人很难找到途径学习电子

设备、互联网产品等新鲜事物。

为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建议

在电视台设立专门的老年频道，主打节目

是：电子设备、互联网产品的使用教学，比

如网上挂号、网上购物和买菜、网约车、使

用智能家电等。节目24小时滚动播放，固

定时间播放固定节目，方便记忆和学习。

节目形式不追求新奇和变化，内容实用易

懂，帮助老年人逐渐建立使用智能电子设

备的信心，减少老人的社会疏离感，满足

老人的心理和情感需求。

以产业需求为牵引的科技成果转化，对

于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更好利用纵向课题的资源投入，在

撰写指南等科研过程中更多引入产业专家

和产业单位的参与，鼓励探索“拨投联动”等

创新机制。二是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作

为科技人才评价中的比重，进一步激发科研

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三

是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生态，支持高校等合作

建立创新联合体，加强技术经理人的培训、

认定和推广，建立技术经理人库。四是鼓励

产业端加强与高校院所的产学研用合作，发

挥国资管理指挥棒和税收减免工具功能，引

导企业更主动参与科技成果转化。

如今，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各级

政府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的养老新模式。要

进一步做好居家养老工作，还有很多方面要

细化。如上门换洗窗帘、修换淋浴装置、水

电煤隐患排查等，都需要具有专业技能的社

区服务队帮助。寒潮、酷暑，孤老、独居老人

需要居委干部多上门关心，也需要社会力量

搭把手。此外，老人还存在配药难等问题，

光靠居委干部，资源、人力都力不从心。

为此，建议政府决策部门每年制定民生

计划、民生政策，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提

升、完善和推动居家养老服务，兼顾老年人

对情感、设施、服务、资金等诸多维度的复杂

需求。同时，在政府指导下，综合社会各类

养老资源、组织或机构资源，融合运营，打破

供给主体边界，通过新模式运作方式缓解养

老需求和服务压力。

影视剧的热度一定程度上带动城市地标

在社交平台持续走红，这些具备浓郁历史底

蕴的历史建筑本身也是年轻游客、亲子家庭

在沪Citywalk时的打卡点。在沪工作、生活

多年的年轻人，对原汁原味的上海故事很感

兴趣，想通过微游的形式，深度了解上海。因

此，做文旅工作，不能就《繁花》谈繁花，就线

路谈线路。要把作者、小说或影视剧，与时

代、建筑、街区更新相融合，更立体、更生活

化。不仅让游客感受到过往的场景，也能对

城市精细化管理更有感受。各行各业都动足

脑筋，《繁花》的热点才能细水长流。

4
上海两会 · 要闻
    年1月  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唐 戟 视觉设计/邵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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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海外人才政策

系统性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是践行人

民城市重要理念、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抓手。上海目前面临重要的

机遇与不小的挑战，如前瞻性、核心性和

关键性的科学技术攻关与破题能力不均

衡问题；城市精神、文化和文脉如何提振

城市活力与自豪感等问题。

建议让高校力量助力城市更新实践，

通过高校的资源链接，聚集高校的人才优

势、学科优势以及行业资源优势，让城市

更新的工作更加契合高质量发展、高效能

治理和高品质生活的需要。高校有一流

的各领域顶尖人才，应当让这些人才回归

到城市建设中，率先成为城市更新领域的

积极参与者、推动者、见证者。

目前，市区两级人才具体政策大多还

未针对海外来沪高层次人才的不同国籍身

份进行设计。应根据高层次华人人才身份

特点和需求，进一步优化人才政策，提高政

策的清晰性、针对性，以更好地吸引和扶持

高层次人才。

建议市、区在人才政策制定和实施中，

进一步关注外籍高层次人才这个群体。可

考虑为来沪发展尤其是在产业新赛道领域

创业的华人、华裔新生代人才及企业单设

吸引和扶持政策。对顶尖、领军型华人人

才及企业，市、区相关部门进一步单列名

单，滚动跟踪，帮助高效解决包括国籍身份

影响等在内的问题。结合上海人才安置工

程，在国际化人才社区打造中推动设立“华

人之家”，为在沪创业发展的华人人才提供

阶段性安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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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个好消息！
昨天，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开

幕，龚正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今年申城老楼加梯新增    台。

老楼加梯成为年度政府实事项
目已是第四年，从    台、    台
到    台，这中间透露的鲜明信号
是：持续改善市民居住条件，不断提
升市民生活品质，久久为功。

十三年前，当市人大代表曹兆
麟第一次提交“老楼加梯”代表建议
时，或许无法想象，十三年来，老楼
加梯，制度设计从无到有、从繁到
简，再到连续进入政府实事项目，变
化实在巨大。回头看看，变化之所
以发生，归根结底，缘于人民城市

的价值取向——一座有温度的城
市，在城市更新进程中，用心用情保
障和改善民生，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让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在基层，幸福加梯路上，那些锲
而不舍的努力付出，把“不可能”变成
“可能”所展现出的智慧、勇气和担
当，令人钦佩。记得去年七月，刚入
伏，天大热，挥汗如雨。站在五里桥路
上，我听“小巷总理”钱书记聊聊加梯趣
事。钱书记，  后，大名钱姝磊，五里
桥街道桥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大
学毕业后的  年里，她一直在做“小
巷总理”，泼辣风趣，有原则，能担当。

在桥一，忙加梯。隔三岔五，钱
书记、物业经理、加梯公司负责人，
就在小区里到处转悠，能加尽加，全
力挖潜。远远看见了“加梯小分
队”，居民们就乐了：快看快看，又来

啦，“拼命三娘”，加梯！
钱书记，可不光能拼命，她更讲

究方法。桥一居民区，曾是典型的
老旧社区。过去一年，桥一加速迈
进“电梯时代”，在奋力前行时，钱姝
磊和众多“小巷总理”一样，要做的
是——党建引领、条块联动、民主协
商、社会参与，三会制度充分运用，
生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老
旧小区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在基层，幸福加梯路上，破解一
个个技术难题，匠心别具，可圈可点。

全市首个“防空洞+内天井”加
梯，就在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北蒙三
小区。历时两年技术攻坚，市安监
所、区房管局、区国动办、区规划资
源局通力协作，最终顺利通过项目
评审并顺利开工，实现6个内天井
楼栋加梯全覆盖。

不只北蒙三，老楼加梯，申城众
多小区克服重重困难，尝试各种技
术攻关，创造性地完成市政借地，地
上地下高压线移位，地下管道精准勘
探……能工巧匠穷尽一切可能，解决
棘手难题，其间，精细化城市治理所
必需的精细匠心，令人大开眼界。

在基层，幸福加梯路上，前瞻性
制度设计未雨绸缪，难能可贵。

昨天提交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完善加装电梯长效管理机制。
这意味着，作为政府实事项目，老楼加
梯，不只是数量上从无到有、从少到
多；更要完善制度设计，行稳致远。

事实上，这样的前瞻，已经运用
于老楼加梯的基层实践。这两年，
有个新名词，叫“梯管家”。电梯装
好了，用起来了，日常还要维护好。
如何维护？“梯管家”，来帮忙。

打浦桥街道在全市率先设立“梯
管家”，都能做些啥？  小时应急值
守，数字化监管，开户受理及业务办
理，维保、年检到期提醒，电梯轿厢、连
廊保洁监督，维修方案和报价，老旧
电梯更新咨询服务，违规操作、人为
损坏报案受理，一应俱全。还有，加梯
管理经费资金托管，以每台电梯为单
位，由房地产交易资金监管公司开设托
管账户，既最大程度保障资金安全，每
一笔都有据可查；又能避免电梯运维
中筹钱难、支付难。一句话，“梯管家”
细心周到，居民放心，物业省心。

回头看看，幸福加梯路上，申城
基层的种种创新实践，就不难明白，
老楼加梯，为什么可以连年成为政
府实事项目——城市更新进程中，
有温度的城市，有情怀更有眼光有
头脑，让好事做好实事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