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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更懂外国游客的导游

构造全新二次元经济业态

新民眼

让携宠出行变得有法可依

通过苏州河桥梁讲好故事

AI赋能社区口腔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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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方翔 陈佳琳 整理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当老楼加梯第5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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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元旦，杨浦区五角场打造上海首

个二次元主题商圈，建议未来开发更多如

静安大悦城、百联ZX创趣场、各类“谷子”

潮玩店这样的线下二次元消费新场景，文

旅、商业和城市规划相关部门联动，在上海

构造全新的二次元经济新业态。商场、景

点也可以与二次元潮流文化融合，建设更

多二次元城市地标。同时，也要针对二次

元文化作品的数字化特点，制定行业规

制。发挥上海在科技、游戏、动漫文化领域

的领头羊地位，鼓励创作具有中华文化元

素和特色的优质作品，构造形成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中国产品、中国品牌和中国模式

的二次元文化和产业体系。

近年来，上海市内的工商业分布式光

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然而光伏农业和光

伏廊道在上海的成功项目却凤毛麟角。目

前，光伏农业和光伏廊道申报还存在通道

不明确，审批缺乏透明度，没有全市统一的

审批流程和制度的问题。

我建议由各区发改委和农委牵头，挖

掘有条件的农业设施和农村道路，推广农

村光伏项目的覆盖，实现农光互补。建议

市交通委根据市内高速高架路的实地条

件，开发光伏廊道项目。在审批方面，可以

由市发改委牵头，与相关部门共同明确申

报审批流程、标准和要求。

本报记者 孙云 杨欢 曹博文 整理
本报记者 刘歆 李永生 摄

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便捷的

交通和完善的设施为游客提供极大便利。

在文旅融合持续加深的大背景下，相关产

品供给越来越丰富，但文化产品特别是“红

色文化”外语讲解方面，缺少详细的培训辅

导和点位讲解规范要求，致使相关入境导

游人才供给不足。要进一步重视入境导游

人才培养，适当放宽对小语种导游的带团

资质要求，对于部分小语种报考人员，在经

过培训、实践之后，为其颁发“临时导游资

格证”；围绕红色文化，开展讲解培训，由市

文旅局牵头，邀请本市主要红色纪念地，共

同推出英、日、法等外语讲解材料，组织入

境导游参加理论培训，提升其讲解能力。

宠物经济成为新的消费热点。然而，

携宠出行面临挑战，主要体现在法规的一

刀切政策及缺乏针对性的规范化管理和标

准建设。

建议通过立法和规范化管理，使携宠

出行有法可依。针对设有宠物友好区域的

公共空间，应出台详细政策法规和行为准

则，明确权责划分，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实施

处罚；明确规定“宠物友好”服务所必须包

括的服务内容及标准；对于携宠入住酒店

或其他宠物友好场所涉及的额外费用应当

建立统一的行业规范准则，确保收费透明

合理，避免乱收费现象的发生。

苏州河上的桥梁，既是历史的见证，也

是现代都市生活的纽带，构成了上海独特

的城市名片。然而，随着城市的演变，部分

桥梁利用效率低下，且部分桥梁的外观与

周边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影响了整体美观

与和谐。

我建议相关部门应携手合作，深入研

究苏州河桥梁文化，旨在打造“一桥一特

色”的文化景观，使之成为展示上海城市生

活文化的独特窗口。应着力打造更多如外

白渡桥般的桥梁“名片”，通过这些桥梁讲

好城市发展故事，诠释城市文化内涵，彰显

城市独特魅力，激发城市活力，实现桥梁与

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共同发展。

当前，人工智能（AI）技术在口腔医疗

领域的应用，涵盖培训、诊断、辅助治疗、预

防科普宣教等全生命周期环节。但现有

的AI技术应用范围狭窄，主要集中在少数

疾病类型（如龋病），难以满足广大民众对

口腔疾病预防的多样化需求。AI技术应

全面融入社区口腔医疗，赋能服务全链条

升级。从精准诊断、定制个性化治疗方案，

到辅助治疗及强化社区口腔医疗培训、科

普宣教，AI在人的口腔全生命周期中发挥

着关键作用。展望未来，随着AI技术持续

进步与应用，社区口腔医疗服务将迈向更

智能化、个性化与高效化新阶段，为居民带

来更加优质、便捷的口腔健康服务体验。

完善审批助光伏农业发展

3000台！果不其然，“老楼加梯”又一次写
进政府工作报告，这已是连续第5年。

昨天，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市长
龚正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全市完成既
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3000台，加强加装电梯
全过程管理。
细数数，从每年新增1000台、2000台到

3000台，申城“老楼加梯”，久久为功，已是不
争事实。今年，当“老楼加梯”第5次写进政
府工作报告，透露出的鲜明信号是——不仅
要继续加梯，而且要加强全过程管理，以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市民们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这些年，在基层社区，耳闻目睹了不少

加梯故事。2024年，黄浦区实现加梯完工
100台，签约127台，全区已累计加梯411台，
累计完成率64%，完成进度全市第一。我问
一位老法师，如此速度，何以炼成？老法师

说，但凡成功加装，不外乎两句话：一是居民
改造意愿强烈；二是党建引领有力、全过程
管理到位。
何为“全过程管理”？就是不仅要关注

事中实施，更要探究事前和事后的设计与规
划。不妨，先说个小故事。老楼加梯，能向
政府借地吗？借地，1元钱，行吗？要是不
行，还有别的办法吗？老楼加装电梯，应在
小区红线内。可是，五里桥路上，老楼加梯
就遇到了红线问题。居民们加装意愿强烈，
一路审批流程走过来，到了规划才发现，天
哪，不行啊，碰到红线了。小区一根红线，市
政道路一根红线，两根线没有重合，中间是
绿化带。装电梯，一定会突破小区红线。怎
么办？街道、规划、房管、居委、居民，一起来
想办法。第一个办法，向政府借地，花1元钱，
行吗？一番合法性论证，这个办法被否决了。
别急，再想想。这样，中间绿化带，向市

政部门借用，然后，在小区里补种同等面积
绿化，行吗？又是一番论证，可以试试！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黄浦区主管部门答

复：法理情理都说得通，老楼加梯，居民有期
盼，基层有干劲，制度创新，要鼓励！
事实上，几年来申城老楼加梯持续攻

坚，大部分基础条件好的已完成加装，剩下
的，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场地有限、施工难
度大、地下情况复杂，并非个案。怎么办？
坐在办公室里，都是问题，走出去才有办
法。正是“借地加梯”的智慧，一次次让“加
梯梦”梦想成真。
无论如何，加梯，仅仅是上上下下“无障

碍”的第一步。凡事都要想长远，装了电梯，
如何安全运行20年？故障修理、易损件更
换、年检，都要有稳定的资金投入，这可是电
梯运维必须解决的大课题。
于是，“梯管家”来啦！如今，在申城，“梯

管家”已不是新名词。依据《上海市城市更新
条例》，“智慧电梯”运维保障体系已建立，从
运维管理、数字监管、应急处置、业务办理到
政策咨询，全方位保障电梯使用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打浦桥街道在全市率先

设立“梯管家”。这位“管家”，堪称“劳

模”——24小时应急值守，数字化监管，开户
受理及业务办理，维保、年检到期提醒，电梯
轿厢、连廊保洁监督，维修方案和报价，违规
操作、人为损坏报案受理，一应俱全。
此外，加梯管理经费资金托管，以每台

电梯为单位，由房地产交易资金监管公司开
设托管账户，既最大程度保障资金安全，每
一笔都有据可查；又能避免电梯运维中筹钱
难、支付难。一句话，“梯管家”细心周到，居
民放心，物业省心。
今年，申城还要持续扩大“梯管家”覆盖

面，引导加梯完工和加梯立项阶段的居民开
通资金监管账户，做到前后期资金一并管
理，打通加梯经费“全生命周期管理”。
回头看看，从新民晚报率先报道曹兆麟

代表建议“老楼加梯”，已过14年。从最初的
“不可能”到连年成为政府实事项目，让居民
告别“爬楼时代”，生活品质一键“梯”升！当
“老楼加梯“第5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座
城市将用智慧、韧劲和担当继续印证——路
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姚丽萍

正在建设全球著名

体育城市的上海，如何

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今年两会，市政协

委员、普陀区体育局局长

顾薇玲提交的《关于推动

上海市体育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建议》提案，建议

出台专项政策，设立体育

产业发展资金，引入新

兴项目增强联动，延长

体育消费“链条”。

顾薇玲注意到，体

育场馆建设和运营类企

业，由于前期建设投入成

本较大，因此相关的扶持

政策显得尤为重要。“尽

管上海在体育产业方面

的政策不少，但具体落实

到对场地建设类体育企

业扶持的具体举措却相

对匮乏。”对此，顾薇玲建

议上海应强化政策支持，

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提供

税收优惠、资金补贴和人

才引进措施，以鼓励赛事

运营、装备研发、体育培

训等核心领域企业的发

展。同时，建议设立体育

产业专项发展资金，用于

补贴中小企业技术研发

成本，并支持初创企业在

赛事策划、场馆智能化升

级等领域的创新实践。

顾薇玲还建议，上

海应打造体育产业园，

推动产业集聚发展。通

过对桥下空间、老旧厂

房等闲置资源进行功能

化改造，建设现代化体育产业园，吸引国

内外知名赛事运营公司、体育装备研发

企业及培训机构入驻，形成体育产业链

的核心集聚区。引入多元化项目，发展

室内潜水、冲浪等新兴体育项目以及飞

盘、攀岩等热门运动，并举办全民赛事。

同时，打造户外与数字化融合场景，建设

户外徒步路线、露营基地和运动主题公

园，提供沉浸式体验；推动体育与文旅融

合，开发“体育+文化+旅游”综合产品，创

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完善配套服务和创新公益共享模

式方面，顾薇玲提出应加强场馆商业化

运营能力，推动“体育+商业”一体化发

展模式，延长体育消费链条，并开发智慧

体育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陈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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