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下午，上海市十六届人大二
次会议举行专题审议会，分别就“强化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快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能级，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扩
大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践
行人民城市理念，提高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深入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
设，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更好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着力推动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等6个议题开展审议。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专

题审议现场，代表踊跃举手发言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聚焦创新驱动 发挥龙头作用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专题审议，代表们就六大议题争相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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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没有快车道，科技成果转化有

快车道。”

“营造花园式的学术科研环境，打造积极

向上、交流顺畅、阳光明媚、百花齐放的宽松

学术科研环境，为科技创新打下良好的人才

环境基础。”

在“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加快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专题审议会上，无论是从0

到1的原始创新，还是从1到10的成果转化，

代表们畅所欲言，既肯定了上海在科技创新

上取得的成果，也指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等问题上

存在的不足。

“对于科学家来说，优秀的论文和实验室

宝贵的成果，不能让它们躺在杂志上、锁在电

脑里，它们应该走向工厂生产线，改善老百姓

的生活。”市人大代表赵东元说。这位大家熟

悉的“布袋院士”期待，科技成果转化今后能

“有高铁般的速度，一网通办般的丝滑”。从

实验组经历出发，赵东元有两点建议：一是尊

重知识产权、做好法律保障，二是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

市人大代表、张江实验室科研部主任

蔡海文建议，要充分发挥在沪国家科技力

量集聚优势，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上海路

径”，通过科研任务的跨部门联动，强化在

沪战略科技力量的高效协同，高效配置创

新资源。

“通识+专门”“基础+应用”“内生+外

化”，市人大代表、华东理工大学校长轩福贞

谈及创新型人才培养时，做了3道加法。他

解释，“通识+专门”是打破传统思维的两段

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基础+应用”则是探

索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内生+外化”指向

评价方法，“要有开放包容的创新型人才培

养生态”。 本报记者 郜阳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成果转化要“高铁般的速度”

在“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增强国

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专题审议会上，93位市人

大代表参加审议，其中11位代表围绕数据金

融、科技金融等话题发言。

“最近我们在梳理一批数据跨境流动的

典型正面案例，涉及到金融行业的有3个案

例。但和实际需求相比，正面案例的数量仍

非常少，无法满足金融机构在服务全球客户、

共享全球研究信息、应对集团风控和总部管

理要求等方面的需要。”市人大代表吴金城表

示，数据跨境流动是金融机构开展跨境金融

业务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希望争取到中央

网信办和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支持，率先在上

海自贸区开展试点，形成更多的正面案例。

“绿色转型大背景下，新能源相关材料将

成为资源争夺主战场。”市人大代表田向阳接

过话筒，把话题引到了期货交易。他说，目前

全球尚未建立统一的新能源定价基准体系，

建议上海依托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规模集聚优

势，支持上期所率先打造新能源期货品种序

列，推动上海成为国际绿色定价中心。

“对比全球其他金融中心，上海有什么特

色？”市人大代表郑浩剑表示，上海要加快建

设国际金融中心，找到差异化优势很关键，

“上海和金融相关的科技基础比较强，我们又

立足在长三角，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明显。

从这几点出发，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是必须做

好的长板。”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找到差异化优势很关键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经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但是与国际上其他金融中心相比，

在市场规模、价格影响力、科技金融、绿色金

融等方面还有不小的差距。”在“扩大制度型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专题审议会上，市人

大代表吴爱华单刀直入谈问题，认为上海要

建成具有强大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国际金融

中心，任重道远。

本周《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3—2027）》（以下简称《方案》）公布，成为

上海两会的热点话题。“《方案》中有许多支持

浦东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改革试点举措，核心

是提升浦东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建议抓住

《方案》实施的机遇，充分发挥浦东新区先行先

试功能，让一项项制度型开放政策落地落实。”

市人大代表吴群峰表示，临港新片区4年

多来形成48个全国首创的案例，还要进一步

加大压力测试，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

破。“现在制造业负面清单已经清零了，但中

国的服务贸易相比欧美国家还是竞争力较

弱。”他建议，最好争取在国家层面出台自贸

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和国际接

轨，让外资企业看得更懂、用得更好。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扩大制度型开放 让一项项政策落地落实

“终于抢到话筒了，本想第一个发言，没

想到被崇明区的代表奋力一跳抢先了。”市人

大代表王海波一开口，逗笑众人。在“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专题

审议会上，代表们踊跃举手，围绕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强城市精细化

管理、筑牢城市安全底线等发言。

作为拉扎斯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

裁，市人大代表方永新的身后是千千万万的饿

了么骑手。方永新曾向普陀区委反馈小哥“安

居难”，普陀区委组织部通过调研也注意到骑

手群体的安居需求，最终，为外卖小哥“量身打

造”的“骑手新家”项目得以落地。在方永新看

来，外卖小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也就更

能积极融入社区治理中，参与社区应急、救急，

给老人送餐等。双向奔赴，传递爱与暖。

城市更新也是代表们高频提到的话题。

市人大代表王颖建议，多维度、多层面加强各

部门协同，建立跨部门联合操作模式，在一个

平台上推进现有政策法规的协同，取得最大

公约数，实际操作过程中制定更加精细化认

定标准、实施细则和步骤指引，完善形成有系

统性和针对性的政策包。

市人大代表胡晓丽建议，在美丽家园建

设等老旧小区更新项目中，通过制度设计充

分落实人民城市的理念，软治理与硬治理相

结合，让政府花的每一笔钱，百姓都能参与、

都能点赞。

市人大代表洪程栋建议，要形成激励机

制，提高市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发现重大安

全隐患，让他们成为城市安全的“啄木鸟”。

本报记者 杨欢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每一笔钱都花得让百姓满意

热播剧《繁花》近期掀起的上海文旅新热

潮，成为“深入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 加

快提升文化软实力”专题审议会上绕不开的

话题。

“和平饭店、黄河路、排骨年糕……《繁

花》播出后，可以说是‘一部剧点燃一座城’。”

市人大代表王健儿说，“《繁花》带来的城市文

化IP溢出效应，为上海乃至全国的文旅融合

提供了示范效应。”他建议，发挥社会各界的

力量，推动优质影视IP价值进一步释放、转

化，持续带动文旅消费升级、城市有机更新和

文化遗存保护。

市人大代表周卫红说，《繁花》的魅力在

于它让上海市民开启“集体回忆”。“文化的亲

民性，应成为上海文化大都市建设中的闪光

点。希望文化院团、文化场馆进一步融入上

海社区居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在街区的城市

更新中主动打开大门。”

市人大代表张颂华谈到，《繁花》之后，应

继续深挖上海的文化富矿，持续打造城市文

化IP。例如，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形成演艺矩

阵，提升演艺大世界等现有品牌的影响力。

“《繁花》热播，作为上海文学工作者感到

很荣幸。”市人大代表孙甘露建议，加快推进建

设上海文学馆。“上海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半

壁江山，鲁迅、茅盾、巴金等一大批名家大家，

都曾在上海工作生活、出版发布重要作品，建

设上海文学馆意义重大。”本报记者 杨洁

提升文化软实力 深挖文化富矿催生更多“繁花”

在“更好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着力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专题审议会上，12名代表围绕提

升上海的引领力、国资的带动力和市场的内生

动力，加快建设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推动

研发仪器和科创服务的资源共享，推进长三角

可回收物的资源利用体系建设等话题发言。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和突破

口，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今年

迎来建设五周年，如何加快推动示范区在重

点区域、重点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市人大代

表朱翊元建议，要发挥上海先行先试作用，如

支持示范区借鉴上海工程建设项目“容缺受

理”“桩基先行”“分期验收”等一系列创新举

措，在示范区推广临港新片区“特斯拉审批模

式”等更多的改革举措。

对于上海当好长三角“龙头”，上海市人

大代表王卓瑛建议：首先要对标国际前列的

城市群发展及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突破自

身转型发展的瓶颈。其次，产业链完整的国

资领军龙头企业要发挥市场配置的核心带动

作用，辅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实现资源集约利

用和产业功能整合的目的。此外，加强基础

设施体系前瞻性布局，加快构建一体化区域

市政基础设施体系。 本报记者 范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推广“特斯拉审批模式”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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