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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上海市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专题审议
会，分别就“深化‘五个中心’建
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践
行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推进民
生改善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上海”“聚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持续深化国际文化大都
市建设”“统筹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5个
议题开展审议。

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活力
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专题审议，代表们就五大议题建言献策

扩大开放、提振消费、中企出海……在

“深化‘五个中心’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专题审议会上，15位代表积极建言献策。

“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

海的重要使命，也是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市人大代表吴金城第一个发言，

他建议将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浦东机

场综合保税区和周边地区等打造成为中国企

业出海国际总部的集聚区和桥头堡，并通过

进一步完善部市合作、市区协同推进机制，形

成推动改革突破的强大合力。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健代表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

设。他建议，给予上海在跨境金融产品创设

上更多先行先试机会，更好地满足境内居民

和金融机构金融资产配置和境外机构配置境

内资产的需求。具体来说，可以适当提升上

海辖区内金融机构和资管机构的QDII额度，

支持加大境外市场指数ETF产品的创设；支

持证券公司开展跨境衍生品业务，进一步引

入全球资金、提升市场活跃度。

在今年的会场里，“消费”成为高频词。

美团公司副总裁毛方代表建议，将提振消费

的重心放在服务消费领域，逐步将促进消费

的工作重心从商品消费转向商品与服务消费

并重，激发消费者的边际消费意愿，进而带动

消费增长。在消费券发放上，建议不仅要给

本地居民发券，也可以给外来消费人群发券，

激发他们来上海消费的意愿。

东方国际集团数字公司（筹）总经理陈峥

代表则把目光放在了“出海”上。他建议出台

创新政策，鼓励在境外通过灵活创新及合规

的投资方式设立贸易公司，形成立足全球、跨

国经营的氛围，推动贸易方式的创新实践，同

时鼓励企业自建、共建海外仓，打造多位一体

的国际营销网络。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深化“五个中心”建设 打造企业出海“桥头堡”

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推进民生改

善和城市治理现代化”专题审议会上，“社区

工作”话题热度颇高。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永定新村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龚顺美代表做了个关键词搜索：“社区

工作者”的搜索量是1470万；加上“上海”二

字，搜索量是992万，占比达到了67%。“这几

年上海社区工作者广受关注，目前申城共有

6200多名社区工作者，平均年龄40岁，大专

以上学历占80%左右。这样一个画像我觉得

很亲切，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

从“年纪轻轻怎么能干得好”到“年轻就

是好”，龚顺美感觉到这些年来百姓对社区工

作者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她提出三点建

议：一是进一步加强对社区工作者的认可，二

是配置人才时要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三是

给社区工作者更多的展示平台，特别是市一

级的平台。

徐汇区凌云街道阳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卫华代表在基层工作已经15年，对社区工作

情怀满满。她提到，要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

建设，“稳步”加“摸着石头过河”，走出超大城

市治理道路。“‘稳步’是要建立后备人才储备

以及阶梯式的培养机制，二是要修正社区工

作者队伍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摸着石头过

河’就是要创新，建议联合高校相关专业，搭

起一个进修的平台。”

东方广播中心上广新闻频率一级主播胡

晓丽代表想为基层书记“减负”。她说，网络

上有“元芳你怎么看”这个热梗，而在基层治

理中，则是“书记你怎么看”。“现在很多资源

下沉到了社区，可往往把责任高度聚焦到了

书记身上，而让居民区主任成了配角。”胡晓

丽呼吁，社区工作者要在团队中各司其职，

“不能只盯着书记”。

本报记者 郜阳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推进社区工作者阶梯式培养

在“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上海”专题审议会上，13

位代表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绿色技术

创新、打造高品质的宜居家园等话题发言。

“上海已建成近千座公园，市民感受度、

获得感都很高，但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总

是不断提高的，现在公园美虽美，但似乎缺了

点烟火气。”浦东新区金高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施政代表认为，城市环保最重要的

部分不在于种了多少树，而是在于集约高效，

“城市是设计给市民使用的产品，生态环境好

不好，最科学的评价是看市民愿不愿意去使

用它。建议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开放公园、河

流等生态场景的使用方式，打造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城市图景。”

“近年上海污染防治工作体现了以下特

点，从末端污染治理为主逐步向更加注重源

头防控转变，从‘还污染历史欠账’逐步向美

丽上海转变，从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向更

加注重管建并举、长效管理转变。”上海市水

务规划设计研究院供排水规划设计所所长彭

丽娜代表建议，要深入落实本市污水系统治

理实施方案，关注污水治理的源头减污、过程

管控、末端挖潜以及体制改革等各个环节，同

时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注重长效机制建设和

政策供给，确保治理工作的规范化和长效化。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资深总工程师许丽萍代表关注高标准建设

“无废城市”，她认为“无废城市”建设要强化

“源头控制、强调绿色设计”，最大程度节省资

源和降低处置成本，可结合“十五五”规划编

制，注重通过行业的典型实践总结经验，并且

强化相关政策配套文件的支撑力，即对配套

政策的系统性、针对性、可行性、实效性进行

客观评价，并持续完善政策体系的供给效能。

本报记者 范洁

打造和谐共生美丽上海 高品质又有烟火气

“2024年来沪的境外游客已经突破了600

万人次”“上博去年接待观众总数达到658万

人次，增长了370%，甚至超过纽约大都会艺

术博物馆”“去年豫园灯会点亮巴黎”……在

“聚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深化国际

文化大都市建设”专题审议会上，一则则爆款

的文化现象，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数据点燃了

代表们的热情。代表们围绕场景打造、资源

开发、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建言献策。

“只要我们坚持内容为王，打开更多创新

方式，文化软实力一定可以转化为发展的硬

实力！”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代表分享了上

博埃及展的经验，他建议不断深化文旅商体

产业联动，为观众游客打造丰富多元的创新

一站式文旅体验新场景，当下的文化消费出

现了一个强交互的需求，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继续加大对优秀文化场景的支持力度，出台

更多积极的政策举措。上海广播电视台首席

主持人王海波代表建议，打造好的文化场景

还要提供强“情绪价值”，这对文化活动从业

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妨让有才华的年轻人

大显身手。

现场，不少代表建议加大挖掘本市的历

史文化资源的力度。金山区博物馆馆长余思

彦代表表示，上海的古代城市遗迹多数分布在

郊区，然而目前除广富林遗址外，多数文化资

源开发不足。他建议，可将这些历史文化资源

串珠成链，打造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线路。

上海而今迈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邹文权代表则建议，滨江地带的码头承载了

不少红色文化记忆，可以打造成独特的文化

地标。 本报记者 曹博文

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升级场景提供“情绪价值”

绘就超大城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画卷，

该如何凸显江南文化内核，怎样统筹乡村风

貌保护与产业发展？在“统筹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专题审议会上，人

大代表们建言献策，探讨如何打造有“颜”又

有“料”的沪派乡村。

农业增效益，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强化

科研布局，发展现代设施。嘉定区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居晓方代表表示，多种优

质农产品和种源走出了上海、迈出了国门。

她建议，要围绕重点领域、市场热点及产业需

求、核心技术难题等布局农业科技创新项目。

农村增活力，要加强规划、加快建设，盘

活存量资源，优化土地分配，完善乡村长效管

控，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传承乡村历史文化。

金山区副区长，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蔡宁代

表就“农民集中居住和撤制镇协同发展”给出

建议。他表示，南北方农村有很大差异。南

方乡村星罗棋布、依河而居，风景美但比较

“散”。上海推出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投入大量

资金，如今成本越来越高。他建议把农民集

中居住和撤制镇发展结合，居民往新城地区

转移，既能带动撤制镇的发展，又能节约成本。

农民增收入，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牛余新代

表认为，乡村振兴需要软硬件相结合，既要做

出品牌，也要创造价值。“当前，上海很多乡村

建设得很好，点做得不错却没有形成网，有些

尝试做了网，却没有形成平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振代表结合“新农人”提

建议，他认为现代化新农人既要知识化、技能

化、复合化，还要懂市场、懂电商，“让乡村变

成年轻人可以实现梦想、发挥才能的地方。”

本报记者 杨欢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绘就“有颜有料”沪派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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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上海”专题审议现场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