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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

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按照市委部署，奋力冲刺全年

目标，抢抓明年开局工作；持续推进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完善涉企

行政检查工作。

会议指出，11月以来，上海经济

继续保持回升向好态势，市场预期持

续改善，积极因素明显增多，主要指

标边际回升态势进一步显现。要全

力提振冲刺收官的决心信心，努力

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要

奋力打好“收官战”，重点领域、重点

区域、重点企业要积极发力，勇挑大

梁，多作贡献。同时，抓紧排查安全

隐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

好安全生产工作。要聚力谋好“开局

篇”，关键突出一个“早”字。明年经

济目标指标要尽早下达，突出科学

性、精准性，指标确定后就不折不扣、

全力以赴推动完成。政策要尽早储

备出台，细化政策颗粒度，确保迅速

落地、快速见效。项目活动要尽早

安排，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抓

紧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把聚起

来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把政

策的含金量转化为发展的高质量。

会议原则同意《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第六轮三年行动计划（2025—

2027年）》并指出，要坚持生态立岛大

方向，继续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好高

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要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持之以恒推进生态

环境保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发展生态绿色产业，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要坚持项目牵引，实施好第六轮

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打造更多标杆

示范工程。要坚持协同推进，细化年

度计划和节点目标，加强考核督办，

确保顺利推进、早日完成。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关于规

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并指出，涉

企行政检查是企业最关心、反映最

多的问题之一，要持续完善涉企行

政检查工作体系，提振企业发展信

心。要加大服务力度，在减少对企

业不必要干扰的基础上，依据《行政

处罚法》有关规定，落实好轻微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包容审慎监管，并积

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化解困

难。要提升监管精度，平衡好放得

活与管得住，持续推进“风险+信

用”分级分类检查，同时，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守牢安全底线。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标本兼治，让网约车“清新”起来
解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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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沪苏湖高铁正式通车、上海轨

交17号线西延伸建成投运、元荡

23公里岸线整体贯通、水乡客厅 ·

方厅水院初具雏形……昨天，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交

出五周年建设成绩单：自2019年

11月揭牌成立以来，累计形成154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48项已面

向全国复制推广，推进两轮共计

180个重点项目。

发展新面貌
据介绍，经过五年建设，示范区

地表水优Ⅲ类断面比例从75%大幅

提升到98.1%，“一河三湖”水环境

质量已提前达到2025年规划目标，

生态底色更亮。2023年，青浦、吴

江、嘉善“两区一县”GDP合计4725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8729

亿元，分别较 2019年年均增长

5.94%和8.19%；R&D经费投入强度

增至4.2%，高于长三角三省一市平

均水平，领先全国平均水平，示范区

发展成色更足。

上海轨交17号线西延伸、吴江

苏州南站的投入使用，沪苏湖高铁

的开通运行，9条省际“断头路”陆

续通车……五年来，示范区交通路

网逐步成形，“轨道上的示范区”加

快呈现，昔日省界的交通洼地，正在

一步步抬升，成为区域联动的枢纽；

青浦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现投入使

用，英诺赛科、云顶新耀等项目建成

投运，全国首个跨省域高新区成立，

示范区投资开发基金设立……在这

里，产业集聚功能效应已然显现，人

才、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更

加畅通。

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正惠及

“示范区人”。先后发布5批63项共

建共享公共服务项目清单，区域内

531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926家药

店实现跨省医保结算，8条跨省公

交累计发送乘客超384.6万人次，网

上跨省通办事项超3500项，累计办

件量达11.6万件。“国家‘大战略’给

示范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小

幸福’。”一体化示范区理事会秘书

长、执委会主任顾军说。

创新“试验田”
五年来，示范区聚焦区域一体

化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不断

增强示范效应。深耕制度创新“试

验田”，探索形成了“推进制度创

新、落实改革授权、加快复制推广”

工作链条。

聚焦重点领域，示范区不断深

化制度创新，今年新推出了18项制

度创新成果。强化规划引领，基本

形成“1+1+N+X”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建立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

检评估等机制，实现“一张蓝图管全

域”；突出绿色发展，加强跨界水体

联保共治，实施生态环境标准、监

测、执法“三统一”等机制，构建生态

保护制度“四梁八柱”。

在落实改革授权方面，中央区

域办印发两批改革授权事项清单，

赋予示范区18个事项改革自主

权。“目前，7项已承接落实，其中

‘深化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和项目环

评联动改革’等3项已形成了首单

案例。”顾军说。

与此同时，示范区建立了制

度创新成果常态化总结发布工作

机制，前三季度围绕3个领域共发

布10项成果，为其他地区提供示

范借鉴。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五年累计形成154项制度创新成果

“大战略”带来实实在在“小幸福”

本报讯（记者 解敏）昨天，

上海市职工保障互助会迎来成

立30周年。

30年来，各类互助保障计划

已累计保障职工2.5亿人次，其

中，退休职工参保7848.93万人

次；累计惠及职工3327.87万人

次，给付保障金216.25亿元，有

效减轻了职工医疗负担，在本市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被称为“第二医保”。

并构建了“在职职工互助保障

2020”“工会会员专享基本保障”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

人员）专享保障”和“退休职工住

院补充医疗保障”等覆盖不同职

工群体的多样化互助保障格局。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昨天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本市各

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负责人和

无党派人士代表对2025年《政府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政府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

“抓住科技领军企业‘牛鼻子’，

构建领军企业与基础创新资源的合

作机制，释放科技创新动能”“加快

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外籍人士友

好型城市、民营企业友好型城市”

“加快人工智能创新在工业等领域

应用，建设工业大脑，提升竞争力”

“加快合成生物产业发展，积极推进

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郊区谋划

农文旅融合发展特色路径，在中心

城区设计多元化消费场景，更好促消

费”“加快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顶层设

计，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依法保

护合法权益”……民革市委主委徐毅

松、民盟市委主委陈群、民建市委主

委解冬、民进市委主委黄震、农工党

市委主委张全、致公党市委主委邵

志清、九三学社市委主委钱锋、台盟

市委主委刘艳、市工商联主席寿子

琪、无党派人士代表俞飚分别发言，

结合各自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龚正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代表

市政府，对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无

党派人士长期以来对政府工作给予

的大力支持、为上海发展作出的重

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大家

对《报告》读得仔细、想得深入，提出

的意见不仅有助于修改《报告》，而

且对市政府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工

作水平也有很大帮助。我们会认真

研究、充分吸收。

龚正说，今年以来，我们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聚焦

加快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深化

高水平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新的一年，期望大家继续围绕发

展大局，积极履职尽责，多建诤言、多

谋良策、多出实招。我们将进一步完

善协商民主程序，为大家参政议政创

造良好环境，一如既往地主动加强与

大家的沟通协作，认真听取意见建

议，不断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

策、依法行政的水平。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通

出席。

打好“收官战”谋好“开局篇”
龚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还研究完善涉企行政检查工作等

“第二医保”惠及
3327.87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陈佳琳）昨

天，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办

“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系统

全面升级暨‘案沪通’上线发布

会”，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系

统3.0版全新上线。

上海法院12368诉讼服务系

统于2014年1月2日正式开通，

累计提供各类诉讼服务6463万

人次，人工服务1238万人次，智

能服务5225万人次，短信推送

4775万余条，日均人工接电3200

余次。

围绕大局建诤言谋良策出实招
龚正与党外人士座谈，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等的意见建议

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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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8系统升级
“案沪通”上线

出门着急打车，好不容易在手
机上叫到了一辆车，车一停、门一
开、人一坐，一股异味扑面而来，相
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遭遇。尤
其进入冬季，为了“保温”，车辆开
窗通风少，打到“异味车”的概率直
线上升。为此，不少乘客呼吁：“到
底有没有人能管管网约车平台上
的这些‘异味车’了？”
近日，网约车平台终于回应，

将开展“异味车”专项治理，上线
“拉黑”功能，通过对车内空气差评
率较高的司机暂停服务、开展培训
学习等方法，争取改善用户的用车
体验。

此番“整治”行动看似针对司
机，维护了乘客利益，但实际上，
“异味车”问题的根源并不只在司
机个人。
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约

车司机注册量达657.2万人，今年
这个数字仍在上升。与极速增长
的司机数量相比，订单量的增长却
相对滞后。网约车市场已接近饱
和，资源有限而参与者众多，司机
们就像外卖骑手一般，被算法所束
缚，导致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再加
上平台的高抽成比例和网约车的
租车费、用车成本水涨船高，令司
机的实际收入缩水。

为缩减空白时间和住宿开支，
增加接单数量，不少司机每天早上
7点出车，接单忙碌到晚上10点以
后，平均每日工作时长达15个小
时，吃喝住几乎都在车上。部分司
机车内吸烟、个人卫生状况不佳，
如此各种气味混杂，最终影响的是
广大乘客的乘车体验。
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

存在，“异味车”背后折射出的平台
抽佣机制问题不容忽视。试想，如
果平台能够适度调整、适当降低
抽成，网约车司机的经济负担或
许能有所减轻，收入相应增加。
让司机多挣点，相应的服务质量

会不会上个台阶？像现在这样，一
心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
地接单，重压之下，车辆内部的清
洁与舒适自然就退到了次要位
置。短期来看，降低抽成比例，意
味着经济效益减少，但长期来看，
当乘客感受到网约车服务质量的
提升，最终也会转化为平台的实
际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网约车平台

在此次治理措施中还提到了“对
司机服务开展正向激励考核”。这
一举措也尤为重要，它打破了单一
的惩罚模式，通过正向激励引导
司机主动提升服务质量。例如指

导司机要定期开窗通风、清理座
位，营造良好乘车环境；乘客也要
自觉遵守规则，不在车内吃刺激
性、有异味食物，不在车内吸烟。
保障乘车环境，需要平台、司机、
乘客三方共同努力，才能形成良
性循环。
网约车作为现代城市公共交

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质量直
接影响到城市形象和民众生活的
幸福感。解决“异味车”问题，不仅
是对乘客基本权益的尊重，也是行
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
标本兼治，优化管理，网约车行业
才能迎来更“清新”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