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风吹倒了老桑树，如何是

好？按常规，倒伏的树木应当作死

树截干处理。小区里的孩子们不舍

得：“不能再救一救吗？树被锯，也

会很疼的。”稚言稚语打动人心，各

路“大侠”齐聚小区，商讨救援计

划。市人大代表、仙霞新村街道虹

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吴红萍昨天分

享了老桑树“起死回生”的故事。

孩子呼吁救活老桑树
作为虹旭小区的“原住民”，老

桑树见证社区的变迁。2019年，虹

旭小区建设全市第一个社区生境花

园，老桑树功不可没。茂密的树冠，

为居民遮阴；结出的桑果是小动物

们的“粮仓”，吸引来了北红尾鸲、白

头鹎等鸟类，还不时有松鼠、黄鼬穿

梭往来。“它没了，景就没有了。”倒

伏的桑树，令居民们牵挂。大家坐

下来研究办法。实地勘察后，园林

工匠、绿容专家都初步判断，能活，

“树的根系，只露出了一小部分，感

觉还是有一定的存活率，当务之急

需要尽快把它扶起来。”长宁工匠、

大树保护专家鲁义杰建议扶救桑树，

他认为“扶正到40%为宜，同时要注重

拉正方式和加固方式等细节”。长宁

实验小学副校长沈健掏出了一张纸，

分享片区内小学生们提出的8条

扶树办法。“如今，老桑树历经修复

后，以‘卧’的姿态留在生境花园

里，继续与居民为伴。”吴红萍说。

上海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

治理现代化，坚持依靠人民推进城

市建设和发展，加快构建人人参

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

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打造人民城市

最佳实践地。在吴红萍看来，围绕

一棵桑树的热烈讨论，彰显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城市

更新中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后续运维缺统一标准
“生境花园是动植物的‘乐

园’，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后

花园’。”今年两会，吴红萍代表带来

一份关于对推动上海市生境花园

发展开展专项调研的建议。她认

为，生境花园建好，后续更要管好。

自2019年全市首个社区生境

花园——“虹旭小区生境花园”试点

落地以来，生境花园“美出新高度”，

从中得以看见社区治理的“一路繁

花”。至2024年底，全市已建成生境

花园27座，总面积18728平方米。

“生境花园嵌入不同类型的城

市空间，为各年龄段的居民提供休

憩散步场所和生动有趣的科普知

识。到目前为止，生境花园累计举

办各类科普活动500余场，参与生物

多样性监测的志愿者近200人。”吴

红萍表示，生境花园在长宁区已形

成一定规模，但也碰到了“瓶颈”。

有专业机构在生境花园建设

前期的选址和设计过程把关审核，

但在后端的建设和运维阶段缺乏

统一的标准体系和审核标准（现有

园林绿化标准无法使用），使得生

境花园对生态系统修复的重要功

能无法发挥长效作用。生境花园

作为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正向

实践，如何通过科学研究和方法实

践在“增汇”维度上获得更多成果，

值得进一步挖掘。生境花园在设计

之初就与专家团队、使用人群、志愿

者等紧密配合，提升了凝聚力和幸

福指数，增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目前生境花园缺乏培训课

程和科普课程体系，无法从更高、

更广泛的层面影响社会公众。

对此吴红萍建议开展专项调

研，分析基于生物多样性恢复的生

境花园碰到的“难点”如何解；从

“建设生态之城”的角度，探索创新

合作机制，明确后续运营主体，配

备管理经费，建好长效运维机制。

本报记者 杨欢

倒伏老桑树“卧姿”也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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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之城人人有责，代表建议生境花园管理要跟上

武汉“萝卜快跑”无人车项目已

实现7?24小时运营，特斯拉也宣布

进入无人驾驶出租车领域。作为国

内最早建设智能网联汽车试点示范

区的城市，何时在上海也能坐上无

人驾驶的出租车？市人大代表、大

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国平建议，上海应加快推进自动驾

驶出租车示范运营，扩大试点运营

的范围，连通浦东虹桥等交通枢纽，

在智能网联汽车的创新应用领域继

续保持领先地位。

“上海出租车名义上有5万辆，

实际运营仅3万辆，还有2万辆出租

车因为驾驶员不足而闲置。如果部

分闲置出租车能以自动驾驶的方式

来运营，能够让乘客获得更好的体

验。”杨国平表示，推广自动驾驶出

租车还可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并

推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升级。

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

中，上海一直走在前沿。2016年，

嘉定区就建立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

车示范区。2023年2月，《上海市浦

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

创新应用规定》施行，上海成为全国

最早发布实施“无驾驶人”智能网联

汽车地方性法规的城市之一，同年，

上海市首批智能网联出租示范运营

正式启动。但杨国平指出，上海在

智能网联出租汽车推进中仍存在一

些不足。比如关于自动驾驶的地方

性法规管辖范围仅为浦东区域，未

覆盖全市，浦西发展受到制约。与

之形成对比的是，北京、广州、深圳

等城市均已通过了全市性的自动驾

驶汽车条例。还有上海的自动驾驶

示范应用试点区域未包含重要的交

通枢纽，且相互独立，导致运营商业

化价值低，企业难以建立有效的盈

利模式，参与试点的意愿不高。

“上海目前开展自动驾驶出租

车试点应用的嘉定、临港、金桥、奉

贤等几个区域互不连接，形成孤岛，

导致企业投入资源分散，运营成本

高。”杨国平表示，与之相比，武汉的

测试道路里程（单向）达到3378km，

测试道路行政区包含12个，除新洲

区外全覆盖，测试道路辐射面积大

于3000平方公里，测试道路类型包

括普通道路、高速、跨江大桥等。

“还有试点落地推进较为缓

慢。”他进一步表示，上海全无人自

动驾驶出租车通过测试获得示范运

营资质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门槛高，自动驾驶企业参与的积极

性受到影响，甚至将资源转去其他

城市，在上海推进的意愿不足。

对此，杨国平建议，启动全市

性智能网联汽车地方性政策法规

的制定，率先在自动驾驶出租车牌

照等方面推出创新举措，确定由巡

游出租汽车牌照转化。建立健全

的自动驾驶出租车监管机制，制定

相应的法规和标准。同时简化测

试流程和项目，针对在国内其他

地区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远程安全

员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和示范运

营的企业，申请在本市开展相同

或类似创新应用活动的，相关测

试流程和项目予以简化或互认。

降低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的费用与

示范运营的费用。

他还提出扩大智能网联汽车示

范运营区域，在浦西扩大到嘉定以

外的区域，探索连接虹桥枢纽；在浦

东开通全域试点运营，连接浦东机

场；同时试点打通高架桥、快速路连

接线的试点区域，让全市的智能网

联汽车示范运营区域相连成片。“还

需要推进长三角自动驾驶出租车的

协同发展，鼓励自动驾驶技术研发，

吸引自动驾驶企业向上海投入更多

资源，提升上海在全球自动驾驶领

域的影响力。”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两年前，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

议上，市人大代表、打浦桥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金迎带来了

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更名为“社

区医院”的建议，引发热议。当时

她反复说，这不是为了简单地加一

块牌子，而是要提高社区医院的综

合健康管理能力。

两年后，再次在上海两会上遇

到金迎，记者对她的称呼也从“金

主任”变成了“金院长”——2024

年5月，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获第二冠名“上海市黄浦区打

浦桥社区医院”，并正式挂牌，成为

沪上第一家“社区医院”。今年，金

迎带来了这条建议的“2.0版”：加

快上海市社区医院冠名。有人纳

闷，不就是一块牌子的事儿，真那

么重要吗？大会间隙，记者找到金

迎，和她聊了聊“较真”的原因。

中心终于变成医院
昨天上午9时，市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开幕；同一时间，打浦桥

社区医院第一批赶早来看病的居

民已完成就诊楼窗口前排队付费、

取药。这里已建成全市首家社区

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心、首批社

区护理中心……“‘中心’和‘医院’

无论是名称还是性质都有关键的

区别。”金迎分析，在功能定位和服

务内容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

预防、保健为主，重点是提供公共

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社区

医院”更侧重于提供医疗服务，包

括门诊、住院、手术、基础的急救和

影像检查等。在她看来，公众对医

疗服务的需求日益提升，可往往会

忽略或者不信任“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选择直接前往“医院”就诊

——这加剧了分级诊疗落实难、医

疗机构分工协作难的问题。

挂新牌不能走老路
两年前，提出“将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更名为社区医院”的建议，她其

实考虑了挺久。2019年起《关于开展

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等

提出加快推进社区医院建设。此

后，从国家到上海，基层医疗得到长

足的发展。可问题还有不少：社区

医生“留不住”，居民只想过来配个

药等等。“‘社区医院’的冠名更容易

让居民将之与医疗诊治直接关联，

从而增强专业性和可信度，可以让

居民更多地利用社区医疗资源，促进

基层首诊与分级诊疗。”金迎表示。

记者了解到，继打浦桥社区医

院挂牌后，申城又有10余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上新”社区医院。然

而，各区差距较大。因而，金迎在今

年两会又带来了《关于加快上海市

社区医院冠名》的建议。挂新牌，不

能走老路。金迎却认为，社区医院

不是重回“地段医院”，而是要以增

强医疗服务能力为抓手，最终让居

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

疗卫生服务。过去一年来，上海还

在推进落实上级医院50%号源优先

下沉社区，新增社区标准化口腔诊

室，建设社区康复中心，一系列举措

让更多人“留在”家门口的医院。

金迎希望，今年每个区都能有

一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

成功。她也建议建立社区医院建

设跟踪评价机制，不断提升居民感

受度。 本报记者 郜阳

无人驾驶出租车上海落地可更快
代表建议扩大试点区域、连通交通枢纽

在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委员时间”期间，多位委员围绕热

点话题进行分享和解答。如何扩

大内需，提振消费？市政协委员黄

罗维认为，提升消费能力和有效供

给是关键。有两个消费趋势非常

值得关注，一是传统消费向新型消

费转化，新技术带来新消费变革，

包括像创新的电子产品，智能汽

车、绿色家电、平台经济等就是供

给的着力点。另一个是实物消费

向服务消费转化，应向新型服务消

费要增量，从而释放消费潜力。

本报记者 张龙 屠瑜 摄影报道

扩大内需 提振消费

两会影话

“社区医院”冠名能否提速？
代表希望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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