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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化转型到人工智能，从营商环境

到“大城养老”，每回答一个问题，全国政协

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上海市委

主委邵志清都能侃侃而谈，逻辑清晰，思维

缜密。

拥有全国政协委员与党派成员的双重

身份，邵志清注重履职与工作的有机结合，

“我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信息化是一个横切

面，像水一样要渗透到各个环节，赋能各个

行业。”因此，他深耕多个领域，兼顾宽度与

深度，“如果只有宽度，没有深度，就成了‘万

金油’，做不深、做不专、做不透。”

同时，邵志清认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站

位要高，切口要小。履职过程中要把握好持

续变化的新趋势，提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

新建议。为此，邵志清还在不断学习新知

识。同时，他强调，全国政协委员不能独自

埋头苦干，与外部的资源整合很重要，“我们

要调研，但不能人云亦云，要经过消化理解

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尽管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新

任全国政协委员履职，对于邵志清仍是一个

崭新的开始，“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适应新

身份。”在邵志清看来，人大是权力机关，政

协是协商机构，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

委员，都要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作为全

国政协委员，邵志清注重在提案的质量方面

精益求精，“去年，我提交了3件提案，就构建

国家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国家统一的数

字信任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

提出建议，经审查后全部立案。”

作为信息领域的专家，邵志清尤为关注

数字化转型的相关议题。他提出，在数字经

济时代，核心要素是数据，上海要在该方面

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今年，我将延续去年的

提案，继续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

型建言献策。”

为了能够更好地履职，邵志清不仅积极

参加培训打好基础，还结合自身党派工作，

作为组织者、管理者开展调研。“我是致公党

界别的，与侨相关，因此非常关注我们如何

在新时代能更好地服务于侨界的发展。”他

的调研以“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为着眼点，

涉及两个方面，既有如何与海外侨团深度合

作，还包括海归青年企业家如何在国内更好

地发展。

对于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邵志清的建

言重点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上。其

中，他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充满期待，尤

其是新兴产业的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在

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数字化给我们带来

的重大的机遇，需要新要素——数据要素作

为支撑，更需要新的机会走出去。”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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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邵志清谈履职思路：
站位要高、切口要小

深耕多个领域
兼顾宽度与深度

本报讯（记者 孙云）徐汇区昨天召开年

度招商引资大会，为2023年度对区域经济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百余家重点企业和重点楼

宇授牌。会上举行了2024年度一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并发布《徐汇区优化营商

环境行动方案7.0版》以及三项产业扶持政

策。其中，徐汇区全新发布了商旅文体融合

发展政策和促进具身智能、合成生物两大新

赛道的产业发展政策，提升城市功能，促进消

费升级，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未来

产业创新高地。三项新政大礼包为企业带来

最高可达3000万元的补贴，“含金量”十足。

2023年，徐汇区生产总值和区级财政收

入增速均位居全市第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和外资研发中心总量保持中心城区首位，“模

速空间”创新生态社区推动科技创新走向纵

深，“招大引强”捷报频传，交出了亮眼的经济

发展成绩单。

2024年，徐汇区再度吸引一大批高能级

亿元级和重磅产业投资项目入驻。会上，五

矿发展、吉利汽车集团、明州斯睿、华润智检、

游卡网络等12个重点项目签约，打响了徐汇

区龙年首季“开门红”。

为持续营造“敢干、敢闯、敢投”的一流营

商环境，会上发布了《徐汇区优化营商环境行

动方案7.0版》，重点聚焦五大提升方向——

对标改革、为企服务、监管执法、区域功能、要

素保障，推动落实22项112条工作举措。

本报讯（记者 潘高峰）今天上午，静

安区召开2024年投资促进大会，与23家重

点项目企业集中签约，为世邦魏理仕、戴德

梁行、毕马威等10家企业颁发“投资静安

全球合作伙伴”聘书并授牌。

此次签约的投资项目有外资总部，也有

本土机构。尤其是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项

目，在静安区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成为区域

经济增长新的动能。海菲秀、世邦魏理仕、

九百集团等企业代表，在发言中纷纷表达了

在这片沃土上进一步发展壮大，为区域经济

发展作出新贡献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据统计，今年静安区“开门红”投资项目

签约意向投资数量与投资规模，均比往年出

现大幅度的增长。投资的产业领域也呈现

新的变化，传统产业项目不断稳固向好，新

兴产业项目如数据智能、生命健康、文化创

意等快速增长，今年超过20个。

据了解，2023年，静安区投资促进工作

贯彻“一轴三带”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五大

经济”和“六大产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动力。2023年，静安区实现区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287.80亿元，同比增长3%，总

量保持中心城区第一；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707.89亿元，同比增长15.3%，总量位

列中心城区第一；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10963.56亿元，同比增长5.4%，增幅位列全

市第一。

徐汇区为企业送上新政大礼包静安区  家重点项目企业签约
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确保新增就业岗位  万个以上
本市今召开今年人社工作会议暨重点企业用工保障会议

本报讯（记者 鲁哲）2024年，上海要确

保新增就业岗位55万个以上。今天，市政府

召开202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暨

重点企业用工保障会议。会议总结了2023年

工作，谋划部署2024年工作重点。

会议透露，2024年，上海要更加突出就业

优先导向，确保新增就业岗位55万个以上，城

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以内。全力开展“乐

业上海优+”行动，吸引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

年群体来上海就业创业。扎实做好高校毕业

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和帮扶，全力落实灵

活就业人员精准服务和权益保障。全面开展

重点企业用工保障工作，精准提供人岗对接

服务。建成350个“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

就业服务站点和一批综合性、区域性、行业性

零工市场。

2024年，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20万人

次（其中补贴性技能培训60万人次），新增培

养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4.5万人次。着力

提高技能人才薪酬等待遇水平，定期发布技

能人才市场工资价位。

在党管人才大格局中，持续健全人才评

价激励机制。推进重点领域职称制度改革，

分类完善职称评价标准，优化科技创新人才

评价。加大事业单位高层次紧缺岗位招聘力

度。深入实施人力资源服务业创新发展三年

行动，推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项服务包，建

立市、区两级重点企业培育库，加快推动人力

资源服务业创新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助

力高质量充分就业。

2023年，新增就业岗位60.6万个，2023届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达93.5%，

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4.5%。超额完成

两项市政府实事项目，帮助长期失业青年就

业创业1.23万人，支持培养企业新型学徒

1.26万人。建成“15分钟就业服务圈”社区就

业服务站点227个、零工市场6家。

2023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5.6万人

次，新增取得高级工及以上技能评价证书

5.57万人次，技能人才队伍总量不断扩大、素

质稳步提升、活力充分释放。

另外，本市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沪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限

制，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个人

养老金和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试点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将93.59万名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核定支付待遇

1.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