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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上海行动开展五年来，  项指标提前达到健康中国行动    年目标

市民健康素养水平  年连升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
全球首座“疯狂动物城”主题

园区在迪士尼顺利开园、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最近大

火……许多人不知道，在这

些事件背后，得益于上海公

证行业的“保驾护航”。昨

天，本市公证行业法律服务

品牌项目新闻发布会上，上

海市公证行业向社会推出了

首批七种定制复合型公证事

项“服务包”。

3A游戏《黑神话：悟空》

最近大火，很少有人知道，上

海长宁公证处为这一游戏量

身定制专属知识产权保护的

完整方案，有效保护了游戏的

版权。本市东方、徐汇、长宁、

新黄浦、新虹桥等多家公证机

构发挥各自特色，共同推出了

上海知识产权的“慧保全”品

牌。他们整合了历年来为多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提供数据

保全、成果转化、商标维权及

商业秘密保护的经验，将业务

从传统证明服务拓展到知识

产权的咨询、评估、调解、维权

等多个领域，提供全方位、便

捷化、智慧化的全周期服务。

“新形势下，公证如何由

传统的‘证明’向‘综合法律

服务’演变？为此，上海公证

行业探索提出了以‘定制+复

合’的理念为社会提供更多

特色服务的创新路径。”上海

市司法局副局长董海峰介

绍，上海公证行业转变“坐等上门”，

组织公证处“主动登门”着力打通公

证服务保障法治营商环境“最后一

公里”。在此基础上，上海公证今年

开展了品牌建设，将传统单

一的公证事项整合成“定制+

复合”的特色法律服务项目，

通过服务的菜单化和产品

化，进一步精准匹配公众的

公证法律服务需求。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作为

中国大陆地区首座迪士尼度

假区，自落成伊始就受到海内

外游客欢迎。东方公证处不

仅为迪士尼这一国际顶流IP

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及对抗知

识产权侵权方面的公证法律

服务，还深度介入到了迪士尼

品牌的宣传和推广工作中。

上海市公证协会会长

陈铭勋介绍，在首批7个特

色服务项目中，有在家事业

务领域精耕细作的家事公

证“万事屋”和家事公证“老

娘舅”，前者是浦东公证处

打造的，可以承接办理涵盖

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类

家事领域公证事项，有效应

对家事公证涉及人员多、效

力延展性长的特点；后者依

托杨浦公证处的“蔡煜工作

室”服务机制，通过“先调

解、后公证”的模式，特别擅

长服务存在复杂家事矛盾

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

当前，上海公证行业共

有25家公证处和523名执

业公证员构成的专业法律

服务队伍，最近3年，共办理

各类公证事项约112.96万件，“最

多跑一次”和“一次都不跑”覆盖面

不断扩大，出证速度不断提高，不

少公证事项已经可以实现“当日出

证”“当场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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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吹风

市集”近日在

世博滨江开门

迎客，汇集了

百余家商家与

品牌，涵盖了

人文、美妆、户

外、兴趣、美食、

潮流等多个领

域，带来各种

有趣新潮的逛

吃体验。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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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博文）今天
上午，上海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上海警方以高水平安全服

务护航高质量发展相关举措。记

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即日起，本

市大型活动安全许可可以通过“一

网通办”平台“大型群众性活动安

全许可材料申报”模块线上提交申

报材料，后续材料修改、补报也可

线上操作，不用再到线下公安服务

窗口递交纸质材料。同时，为了方

便申请企业高效填报，上海警方还

制作了大型群众性活动审批许可

材料模板供企业参考并提供“实时

帮办”服务。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办理大

型活动安全许可需要提供活动许

可申请、活动方案、安全工作方案

等多项材料。本市的大型活动安

全许可须在活动举办日的20个

工作日前进行申报，1000人以上

5000人以下的大型活动应向活

动举办地公安分局申报，5000人

以上的大型活动需要向市公安局

治安总队申报。此前，活动主办

方申请大型活动安全许可，需要

到相应公安机关现场提供纸质材

料，后续如果材料需要修改、补

报，主办方也需要到上述公安机

关递交补充材料，如此可能反复

多次，耗时费力。

为优化营商环境，上海警方在

“安全标准和要求不降”的前提下，

会同有关职能部门，持续在减材

料、减环节上下功夫，针对不同类

型的大型活动，形成针对性的材料

目录和相关申报材料模板，方便主

办方快速了解大型活动安全审批

所需的材料准备。在此基础上，上

海市公安局在“一网通办”平台上

线了“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材

料申报”模块，实现线上申报、实时

帮办、即时反馈、高效许可。

相较以往线下方式，使用该

模块进行线上申报，活动主办方

可以“零跑动”，还可以随时掌握

申请受理、许可、材料补充等办理

状态，方便快捷高效。下一步，上

海公安机关将继续加强和优化大

型活动安全管理顶层设计，以安

全管理规范化、服务保障常态化

为目标，持续探索更多便民利企

措施，全力护航上海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记者

今天从市民政局获悉，2024年“上

海慈善周”主题活动将在9月2日

开幕。9月2日至8日，全市将围绕

“慈善，温暖一座城”主题，引导慈

善典型、社会组织、广大市民深度

参与，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宣传慈

善典型，展示慈善成果，弘扬慈善

文化，在全市营造“人人可慈善、处

处可慈善”的浓厚氛围，共同传递

申城慈善的暖心力量。

9月2日，市民政局在中华艺

术宫举办2024年“上海慈善周”启

动仪式，发布2023年度上海市慈

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由金融企业

代表发出“金融向善”倡议，发布

40个“善暖申城”慈善项目，现场

连线西藏日喀则回顾上海慈善组

织对口支援情况，同时启动“一杯

咖啡的温暖”大型公众 慈善活动。

今年，“上海慈善周”进一步拓

展了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创新推出

“慈蕴浦江 步步向善”系列活动，

线上开展慈善马拉松，打造全网都

能参与的慈善健康运动挑战，线下

推 出“ 为 福 添 彩 —— 慈 善

CityWalk”，寻访福彩公益基金归集

使用的足迹；举办遍及全市范围的

大型“慈善生活节”，结合新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普法和

慈善理念宣传，组织社会组织、慈

善超市、爱心企业等进商场、进园

区、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开设慈

善市集，让“上海慈善周”成为市民

群众能够广泛参与和体验的“慈善

生活节”。

今年“上海慈善周”下周一开幕

“大型活动安全许可”线上可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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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8月28日本市出台

我国首个省级中长期健康行动方案

《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

五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

各相关部门和16个区共同努力下，

健康上海行动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聚焦战略引领、注重内核驱动、创新

实践探索，以使命感、责任感、荣誉

感持续提升广大市民的健康获得

感：2023年上海市民健康素养水平

达到40.46%，实现16年“连升”并创

历史新高；成人吸烟率连续13年呈

下降趋势，居大陆省级地区最低水

平。主要健康指标保持世界发达国

家和地区领先水平。在健康中国行

动考核中，16项指标提前达到健康

中国行动2030年目标。

战略引领
海纳百川的使命感
《健康上海行动（2019—2030

年）》由市委、市政府40多个部门共

同编制。18个重大专项行动、100

条举措、177个监测考核指标，基于

国家要求、突出上海引领，对标最高

标准、最好水平。五年里，市政府连

续出台《关于推进健康上海行动的

实施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爱国卫生

运动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上海市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

市委、市政府九部门发布《关于健全

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

制 增加健康科普优质资源供给的

实施意见》。去年11月，我国第一

部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融合立法的

《上海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

施行，推进爱国卫生从环境卫生治

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的转型。

制度引领的同时，健康上海行动

推动部门合作、社会共治，组建18个

专项行动组，把执行情况纳入各级党

委、政府考核内容。在成立全国首个

省级健康促进中心的基础上，16个

区成立了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中

心，全市37家市级医院、400多家公

立医疗机构成立健康促进委员会。

全市各行各业、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形成健康上海行动的强大合力。

内核驱动
追求卓越的责任感
为充分发挥医疗机构与医务人

员“主阵地”“主力军”作用，本市自

2021年起率先在全国推出由财政

经费支持的健康科普专项计划，已

连续开展四年；2024年度首次推出

“社区健康科普专项”，鼓励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参与健康科普提供政策

支持。本市自2022年起率先在全

国推出由财政经费支持的健康科普

人才能力提升专项，已连续开展三

年。本市连续举办两届上海市健康

科普宣传展示活动，选树上海健康

“科普人物”“科普作品”“科普品牌”

及“健康科普管理者”；建立“健康上

海行动院士科普基地”，发挥院士在

健康科普中的战略规划和示范引领

作用；成立上海市健康科普专家库，

覆盖38个学科，纳入629名专家；持

续壮大医苑新星住院医师科普队

伍，由此形成“顶尖—高级—中青

年”的科普人才梯队；全市发布健康

科普影响力排行榜，并将健康科普

纳入医务人员业务考核、评先评优、

高级职称晋升评价范围，推动医疗

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科普，努

力打造人才蓄水池。

创新探索
开明睿智的荣誉感
在前不久刚结束的第二轮健康

上海行动优秀案例征集推选活动

中，共收到社会各界报送案例278

个，经专家评审，最终遴选出健康上

海行动十大示范案例与30个优秀

案例，聚焦2021年以来在健康上海

建设领域，获得市民广泛认同、产生

良好社会效应和重要影响的政策举

措、项目和工作等，以此激励全社会

积极参与健康上海建设，推动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人民城市
大气谦和的获得感
上海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

不断健全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工作

体系，持续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

作、社会动员”的“大卫生、大健康”

治理格局。

本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国家卫生

区全覆盖，2023年国家卫生镇比例达

到92%，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一。创新

开展上海市卫生健康街镇建设，全市

遴选40个街镇探索开展首批试点，把

爱国卫生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推进

国家卫生城镇转型升级。在全国爱

卫办开展的健康城市评价中，上海9

个区名列2022年全国健康城市建设

样板城市（全国40个）。

未来，本市将进一步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健康上海

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贯彻《上海

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推

动建立完善健康优先发展的规划、

投入、治理等政策法规体系，把保

障人民健康作为经济社会政策的

重要目标，为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奠定

健康之基。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