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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提升道德素养、

学习素养、体育素养、劳动素养，校外实践

教育的作用不可替代。今天上午，市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表决通过创制性法

规《上海市中小学校外实践教育促进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这是全国首部中小学校

外实践教育促进相关地方立法。

这个“全国首部”，着眼于促进全社会资

源挖潜、有效利用，持续构建“校内外育人共

同体”，推动全社会育人资源融通汇聚，通过

参观体验、实践探究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构建“校内外育人共同体”，全社会育人

资源如何充分发掘？《规定》第9条明确，青

少年活动中心、少年宫等本身承担相关职责

的单位发挥示范作用；博物馆、科技馆、美术

馆、图书馆等积极参与，为学校提供支持和

帮助；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民等

社会力量，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拓展功能，

开发校外实践教育场所。

此外，《规定》第11条明确，本市对校外

实践教育场所实行分级管理，推动建立校外

实践教育资源库。市教育部门会同相关部

门根据市校外实践教育场所评估办法开展

评估，将符合标准的场所纳入资源库。

市、区校外实践教育场所资源库应当向

社会公布，载明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开放

时间、可容纳人数等，并实行动态调整。

安全，是校外实践教育的重中之重。《规

定》第13条明确，校外实践教育场所应当依

法履行安全职责，制定安全管理制度，配备

安全保护设备和人员，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

标志，保障学生活动安全；按照规定制定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同时，学校应当开展安全教育，加强学

生管理，增强学生参加校外实践教育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能力，落实安全制度和应急机

制。

校外实践教育场所的行业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教育、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指导监

督校外实践教育场所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及

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目前，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正处于全面提升能级的重要阶

段。今天上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15

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上海市推进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为增强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供坚实有力的法

治保障。

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了与我国经济实

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

中心。目前，上海已形成了集聚股票、债券、

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保

险、票据、信托等门类齐全的金融市场，成为

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城市之一。

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正全面提升能

级，为了推动更高起点上深化金融改革开

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修订《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

已成当务之急。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

的根本宗旨。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

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大对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金融支持，助力培育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促进国际经济中心能级提升，新

修订的条例给出制度设计。

其中，社会关注度颇高的普惠金融和养

老金融，立法明确：建立普惠金融顾问制度

和融资服务中心，深化普惠金融数字化平台

应用，发展供应链金融；配合健全养老金融

体系，加大对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银发经济

的金融支持，提高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获得金

融服务的便利性、适当性和安全性。

此外，立法明确建设全球金融科技中

心，在沪建设金融科技基础设施、重点机构

和创新平台，集聚金融科技领军企业和独

角兽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

务，开展数字人民币创新应用。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

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为

此，新修订的条例明确——

● 建立地方金融工作协调机制，加强

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及其在沪机构的监管

合作、风险研判和处置协同等。

● 依托金融稳定协调联席会议机

制，开展常态化风险处置等，维护区域金

融稳定。

● 建设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支持

建设覆盖全金融市场的交易报告库，建

立金融市场快速应对机制，维护金融市场

稳定。

● 建立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体系，

预防、处置金融突发事件。

● 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

制，健全金融消费者投诉与争议处理机制，

强化金融产品服务适当性管理。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

昨天，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上，市财政局局

长王蔚静受市政府委托，作了

《关于上海市2023年市级决

算及202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

2023年，全市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8312.5亿元，比2022年

增长9.3%；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9638.5亿元，增长2.6%。

其中：市级收入3853.7亿元，增

长12.8%；市级支出3318.8亿

元，增长11.2%。2023年，全市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466.7亿

元，下降14.2%。全市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2997.7亿元，下

降19.8%。

2023年，全市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收入147.5亿元，下降

24.4%。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 支 出 119.4亿 元 ，下 降

18.2%。其中：市级收入105.2

亿元，下降27.4%；市级支出

89.1亿元，下降19.2%。

2023年，全市社会保险基

金 收 入 6870.6亿 元 ，增 长

18.1%。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5341.7亿元，完成预算的

98.7%，增长8.9%。本年收支

结余1505.7亿元，年末滚存结

余7700.7亿元。

2023年，市级“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支出合计4.22亿元，

比预算数减少2.98亿元。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0.85亿元，

减少1.12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85亿元（其中，购置费0.9亿元、运行费

1.95亿元），减少1.3亿元；公务接待费0.52

亿元，减少0.56亿元。

报告还对2024年上半年本市政府预

算执行、财政重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作了

简要汇报。从收入情况看，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4674亿元，增长1.2%，完成预算

的53.6%，总体保持平稳运行，但收入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完成全年收入目标

任务十分艰巨，需要全力以赴，进一步做

好稳增长各项工作。从支出情况看，全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217.8亿元，下降

2.2%，完成预算的42.7%，坚持总量和结

构并重，加大资金统筹力度，保持支出强

度，加快支出进度，优先保障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实施、经济恢复重振、基本民生等

重点支出。

编造“财政向寺庙借巨款”谣言者被批捕
上海市公安局公布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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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上午表决通过

国际金融中心将依法全面提升能级

■ 上午，金山区长兴村开展“探索自然，收获美味”主题活动。在菌菇种植基地和玉米种植

基地，小朋友们观察菌菇和玉米长势，在采摘中体验劳动乐趣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2024年是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

年，今天上午，上海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上海警方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

动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上海公安公布了

近期查处的两起典型案例。

编造谣言影响恶劣
7月2日，一张所谓“网易新闻”发布的主

要内容为“上海财政紧张向寺庙借款100亿”

的文字图片在各大网络平台快速传播，引起

网民广泛关注，一度登上热搜。相关部门反

映，这纯属子虚乌有之事。上海市公安局长

宁分局立即依法立案开展侦查，并于7月3日

晚在外省市将编造谣言的犯罪嫌疑人孙某民

抓获归案。经查，孙某民主要在长三角地区

从事各类商贸活动，其在与他人交往中，时常

吹嘘自己能够得到“内部消息”，以营造自己

“消息灵通”以及“人脉宽广”的人设。7月1

日，孙某民编造了“上海财政紧张向寺庙借款

100亿”的内容，并从网上搜索了上海一些寺

院的名称，然后使用软件添加“网易”标志制

作成谣言图片，通过微信发送给好友，最终造

成谣言扩散，形成恶劣社会影响。

目前，犯罪嫌疑人孙某民因涉嫌寻衅滋

事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在进

一步侦办中。

捣毁“网络水军”团伙
近期，上海警方经过缜密侦查，全链条捣

毁一个有偿组织网络写手，撰写、发布不实帖

文的“网络水军”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11人，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今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在工作

中发现，张某所开设的上海某文化有限公司

通过发布虚假正面帖文来沉降负面帖文、美

化搜索下拉词等方式违规优化某连锁品牌房

屋中介公司负面评论，即在市公安局网安总

队的指导下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经调查查明，2022年5月以来，该公司在

未获取《互联网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的情况

下，先后与某生物技术公司、某房屋中介公

司、某游轮服务公司等十余个品牌运营方签

署品牌网络优化服务协议，并根据品牌方要

求，在未实际体验过或接触过相关产品的情

况下，组织“写手”黄某撰写虚假正面文字稿

150余篇，其中部分文章由AI生成，交由某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小红书、百度、微信等互联

网平台上批量发布，涉嫌违法犯罪。

5月7日，专案组分别在本市和河北、浙

江、安徽等地集中收网，全链条捣毁由运营公

司、写稿人、发稿人组成的“网络水军”团伙11

人。目前，张某等11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

法经营罪已被金山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上海警方表示，当前本市网络谣言违法

犯罪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借热点

事件造谣引流；二是有组织进行刷量控评牟

利；三是借网络平台发布不实言论。

2024年是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

年。行动开展以来，上海公安机关坚持打防

管控一体推进，累计查处网络谣言案件1000

余起，打掉“网络水军”团伙42个，清理网络谣

言信息35万余条，关停违法账号3.5万余个，

行政处罚相关单位60家次，守护了网络空间

的清朗有序。

本报记者 曹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