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吸引更多“外脑”参与自贸区建设

浦东新区推出“20 条”优化营商环境措施，首创外籍人才
持“中国绿卡”创办科技企业可享受国民待遇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 外籍高层次

人才凭借 “中国绿卡”， 创办科技型

企业有望享受国民待遇———这一国内

首创的改革突 破 昨 天 在 浦 东 新 区 推

出， 将吸引更多 “外脑” 参与推动自

贸区建设。
与这一改革同步亮相的还有自贸

区内企业 “一照多址”、 推动医疗器

械注册人制度尽快落地等多项含金量

十足的创新举措。 此次浦东新区主动

对标最高标准、 最好水平， 降低市场

主体商务成本， 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一流营商环境。

对外籍高层次人才创
办科技型企业一视同仁

浦 东 新 区 昨 天 共 出 台 “20 条 ”
优化营商环境举措。 据浦东新区市场

监管局局长吴伟平介绍， 多条举措国内

首创 ， 其中突破力度最大的当 属 第 一

条———“支持持永久居留身份证外籍高

层次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 在上海自

贸试验区范围内， 外籍高层次人才可凭

其持有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创办

科技型企业， 与中国籍公民持中国居民

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创办企业享受同等

待遇。
“外籍高层次人才” 是指由上海市

人才部门或浦东新区人才部门等认定的

外籍高层次人才。 科技型企业是指从事

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

服务 、 技术检测或高新技术产 品 （服

务） 研发、 生产、 经营等行业的企业。
吴伟平表示， 浦东新区面向世界吸

引人才， 并为其工作、 生活提供便利，
“支持持永久居留身份证外籍高层次人

才创办科技型企业”， 就是基于这样的

考虑而推出的创新举措， 目的是进一步

优化创新要素市场配置机制， 有利于引

进 “外脑”， 吸引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

参与和推动自贸试验区建设。

“两个当场办结”体现“自
贸区速度”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营商环

境， 不仅要在减政放权上下功夫， 而且

要千方百计简化办事流程。
记 者 注 意 到 ， “20 条 ” 措 施 中 ，

“推 行 ‘1+1+2’ 企 业 登 记 办 理 模 式 ”
提出了 “两个当场办结” 的承诺， 即对

变更类登记事项当场办结， 对使用可选

用名称的企业设立登记当场办结。 原来

企业设立登记需经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设立登记两个环节 ， 一般需八 个 工 作

日， 实行 “1+1+2” 办理模式后， 最多

两天办结 ， 至少提速 75%； 原来 办 理

变更登记除简易登记事项外， 一般需五

个工作日办结， 实行 “1+1+2” 办理模

式后， 全部登记事项当场办结， 营业

执照立等可取。
为了当好服务企业的 “店小二”，

做到 “有求必应、 无事不扰”， “20
条” 措施对精准监管也做出了创新探

索： 浦东新区将 “实施检查事项清单

管理机制”， 防止对企业日常经营活

动的过多干预， 把政府该管的事项全

部 “晒” 出来， 凡不在检查事项清单

之列的， 原则上不开展随机检查； 推

出 “合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 对

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企业发生轻微违

法行为、 经查企业能及时纠正， 没有

造成或者积极消除危害后果的， 合理

进行处罚裁量， 强化行政指导， 帮助

企业规范经营。
此外， 这次推出的 “缩小计量认

证 （CMA） 现 场 评 审 范 围 ” “试 点

取消检验检测机构审查认可” 等举措

也属于在国内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优化上海营商环境

担当新的文化使命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市委宣传部启动宣传系统大调研

本报讯 如何破解上海文化建设

“四梁八柱” 的瓶颈问题， 进一步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 根

据市委部署， 市委宣传部昨天召开大

调研动员部署会， 启动宣传系统 “担
当新的文化使 命 、 打 响 上 海 文 化 品

牌” 大调研。
根据相关实施方案， 宣传系统大

调研将组建 8 个调研组， 分别是： 意

识形态工作调研组， 聚焦深入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夯实上海文化品

牌基础； 新闻出版网信工作调研组，
聚焦建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

媒体和集团，打造上海传统品牌；文艺

工作调研组， 聚焦激发文艺创新创造

活力，打造上海文化艺术品牌；社会宣

传和精神文明建设调研组， 聚焦弘扬

建党精神，传播城市文明，打造上海红

色文化、城市精神品牌；理论工作调研

组，聚焦强化理论研究、思想引领，打

造上海理论研究传播品牌； 干部人才

队伍调研组， 聚焦优化完善人才培养

集聚机制，打造上海文化人才品牌；文
化改革调研组， 聚焦推动 “上海文创

50 条”落地落实 ，打造上海文化创意

品牌；党风廉政监督执纪调研组，聚焦

强化监督执纪，优化容错纠错机制，助
推上海文化品牌建设。

据了解， 加强调研工作情况， 特

别是解决问题和形成长效机制情况的

督查考核， 将纳入宣传系统各级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绩效考核， 纳入年度

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检查和基层党建

述职评议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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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解决制约法院发展
深 层 次 根 本 性 问 题

市高院动员部署全市法院大调研

本报讯 （通讯员高远 记者沈竹
士）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召开全

市法院大调研活动动员部署会，就《中
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

头兵、先行者”大调研的实施方案》作

了解读，并进行了重点任务部署。
会议强调， 全市法院要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通过大调研活动，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 切实推进新时代上海法院工

作取得新局面、实现新跨越。 要充分

认识开展大调研活动的重要意义，切

实把思想和行 动 统 一 到 中 央 和 市 委

的决策部署上来。 要把大调研作为切

实践行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 不断转

变工作作风的重要抓手， 对标最高标

准、最好水平，深入了解改革发展稳定

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深入了解工

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在践行党的

十九大精神上走在前头、 作出示范。
要突出调研重点、落实调研任务，对于

目前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和

人民法院工作发展不平衡、 保障群众

权益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以及法院工

作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 突出调研重

点，优化调研方法，加强组织领导，着

力解决当前制约法院发展的深层次、
根本性问题， 为上海打造法治体系最

完善的城市之一提供更加优质的司法

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

上海春运省际旅客预计达4601万人次
2月12日至14日将现客流最高峰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记者从昨天

召开的 “2018 年上海市春运工作动员

大会” 获悉， 2018 年春运时间为 2 月 1
日至 3 月 12 日， 持续 40 天。 全市省际

旅客运输总量 预 计 将 达 4601 万 人 次 ，
同比增长 6.01%； 今年春运客流最高峰

将出现在 2 月 12 日至 14 日， 到发总量

约为 136 万人次。
与往年一样， 今年春运客流仍以学

生流、 务工流、 旅游、 探亲客流为主。
其间， 全市发送和到达省际旅客分别为

2518.2 万人次和 2082.8 万人 次 ， 同 比

分别增长 7.6%和 3.5%。 铁路方面， 预

计发送旅客达 1380.7 万人次 ， 同比增

长 9.6%； 公路方面， 预计发送旅客约

494.41 万人次， 同比下降 4%； 民航方

面 ， 预计发送旅客 639.91 万人次 ， 同

比增长 5%； 水路方面， 预计发送旅客

3.18 万， 与去年基本持平。
市春运办判断， 春节前一周将为客

流发送高峰期， 节后第六天至第九天为

客流到达高峰期。 预计客流最高日为 2
月 12 日至 14 日， 发送量约为 91 万人

次， 到达量约为 45 万人次。 预计将对

本市路网服务、 公交配套衔接、 应急处

置等保障工作带来严峻考验。

据预测， 今年春运期间本市平均气

温为 7℃至 8℃， 较常年略高 ， 极端最

低气温为-2℃。 降雨日预计 11 天至 15
天， 较常年略微偏少。

市春运办强调， 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安全是春运首要任务。 铁路运输企业要

抓好新开通线路和新投入机车车辆的养

护管理， 加强行车设备日常维护和运营

过程实时监控。 道路客运企业要严格落

实 24 小时动态监控制度，严格执行长途

客车凌晨 2 时至 5 时停车休息或接驳运

输制度等规定。 水路运输企业要严禁船

舶“带病营运”、非法营运、非运输船舶载

客等违法违规行为。 航空公司要严格执

行规章标准和程序要求，加强运行控制，
做好机务维修，确保飞行安全。

交通部门要加强重点营运车辆联网

联控系统和第三方安全监管平 台 的 应

用，督促“两客一危”运输企业利用好动

态监控系统。 对轨道交通站点、机场、火
车站、 码头等人流密集场所， 要加强管

理，严防人流对冲、积压、踩踏等事件发

生。 公安部门要加大投入重点区域的警

力，防控恶性恐怖暴力事件发生。消防部

门要加大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

和指导，依法督促有关单位实施整改。

厉兵秣马 应对寒潮
上海多部门积极行动保障城市运行平稳安全

今冬首个寒潮预警发布后， 本市

水、 电、 燃气以及道路交通、 机场等

多个单位昨天积极应对， 保障市民平

稳安全抵御寒潮。

供电：电网负荷创冬季
用电新高

8 日， 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

到 2563 万千瓦， 创全市冬季用电负

荷历史新高。 受寒冷天气影响， 8 日

早高峰过后 ， 上 海 电 网 负 荷 快 速 攀

升 ， 10 点 30 分左右 ， 突破 2016 年

时 创 下 的 2544 万 千 瓦 的 历 史 纪 录 ，
达到 2563 万千瓦的新高。 预计随着

寒潮进一步加强， 本周全市用电负荷

还将继续增长， 最高可达 2600 万千

瓦至 2650 万千瓦水平。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合理调整电

网运行方式， 安排本地最大可调出力

约 1750 万千瓦。 同时， 在国家电网

调控中心和华 东 分 中 心 的 大 力 协 调

下， 积极加大受电力度， 落实市外来

电 约 1050 万 千 瓦 ， 较 上 周 增 加 约

100 万千瓦。 预计近期全网可用负荷

最高约 2800 万千瓦， 可满足全市电

力供应需求。 针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气

候 ， 国网上海 电 力 启 动 紧 急 保 电 预

案 ， 周密部署 ， 多 方 联 动 ， 积 极 应

对， 全力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确

保重要用户、 居民生活正常用电。

供水 ：1993 个小区包
扎供水设施

据城投水务集团昨天介绍， 面对

低温寒潮可能 对 供 水 设 备 造 成 的 影

响， 该集团启动寒潮应急保障预案，
确保人员、 物资、 措施到位， 确保市

民用水无忧。 经统计， 其下属供水分

公司已对 1993 个二次供水接管小区

的供水设施进行保暖包扎， 包扎米数

达 562 万米。 对于一些暴露在室外的

供水设施， 特别对防冻棉进行了加厚

处理， 并加盖了保护套， 确保这些设

备能够抵御住寒潮侵袭。
市水务局表示， 供水企业要认真

做好供水设施的防冻保温工作， 从材

料、 设备、 人员等多方面部署冬季制

水生产， 落实防寒防冻各项措施， 加

强重点设施、 重点设备特别是露天设

施的检查， 对桥管透气孔进行包扎， 对

供水测压点采取防护， 对水厂的进出水

管阀门进行检查， 对道路用水设施 （消
防、 水表） 进行巡防。

供气：天然气保障供应气
源充足

为应对连续低温天气， 上海燃气集

团从气源保障、 安全用气、 服务保障等

方面落实多项措施， 确保市民冬季用气

无忧。 寒潮期间， 本市天然气供应将会

高位运行， 但气源充足。
据估计， 8 日供应量有望达到 3180

万立方米， 8-12 日日均供应量有望达

到 3400 万立方米， 最高日供应量可达

3600 万立方米。 为扎实做好供应保障，
燃气集团积极组织气源， 寒潮期间， 本

市洋山、 五号沟液化天然气 （LNG） 库

存容量将达到近 4 亿立方米。 在安全用

气方面， 今年入冬以来， 燃气集团通过

安全用气协作网， 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社

区， 主动联手居委、 物业对居民进行用

气安全宣传和安全提醒， 对一些老旧小

区的户外燃气管道进行了一次 全 面 检

查， 防患于未然。 对于出租房以及人员

聚集的小型餐饮单位以及液化气用户加

强了燃气安检力度， 及时提醒并协助用

户进行整改。

交通：启动应急预案保障
市民出行安全

发放御寒物资，检查车辆设备，引导

乘客上下车……记者昨天获悉， 为了保

障市民在“速冻模式”下的出行安全，来

自各行各业的交通人不辞辛劳地奋战

在一线，用实际行动为市民送温暖。
全市路政行业启动应急预案， 所

有 道 路 养 护 单 位 24 小 时 值 班 ， 200
多支道路应急抢险队伍随时待命， 备

足应急抢险物资和机具设备； 全路网

配备特种抢险车辆 700 多辆， 确保遇

突发事件能迅速出动， 快速处置。
公安交警重点加强对越江隧桥、

高架立交、 高速急弯、 下立交洼地以

及易积水、 易拥堵、 易引发事故区域

的滚动排摸和情况分析， 结合实际制

定完善 “一点一方案”。 郊区交警支

队对 7 类重点隐患道路开展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 一旦发现路面出现结冰等

情况， 及时采取必要交通管控措施。
上海地铁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开

展了一系列防寒抗冻检查。 针对冬季

可能出现的设备缺陷问题， 工作人员

加强巡查力度， 随时待命排除大雪覆

盖轨道险情； 同时， 重点巡查负荷过

高的线路并增加巡视次数。
公交行业各企业落实人员和物资

准备，加强车辆检查，提前做好防寒保

暖工作；加强安全行车监管并督促驾驶

员安全驾驶， 行车途中注意路面情况，
一旦发生雨雪结冰情况，及时绕行。

机场：两大机场启动低
温保障预案

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已启动

低温运行保障措施， 准备物资， 完善

各项预案， 保障航班正常运行。 入冬

以来， 两大机场已开展多次场道除冰

雪实战演练。 本轮寒潮到来之前， 两

场已配备场道吹雪车 11 辆、 场道除

冰液撒布车 4 辆 ， 储 备 场 道 除 冰 液

70.6 吨、 融雪剂 20 吨，均处于适用状

态。为进一步优化航空器除冰雪流程，
两大机场均统一在机坪设置多个航空

器集中除冰雪点， 航空公司增配航空

器除冰车， 采用多车同时除冰雪等措

施提高效率，减少航空器滞留时间。同
时， 两大机场加强了航站楼重点部位

巡检频次， 针对易受机坪冷空气侵袭

的远机位候机区， 采取适当调高室内

温度等措施， 确保楼内各区域温度保

持体感舒适。 各航站楼洗手间和饮水

机设备做到 24 小时热水供应。 如冰

冻雨雪天气导致航班大面积延误时，
两场还将增设应急保障队伍和志愿者

服务， 重点加强问询引导、 手推车、
保洁服务， 延长餐饮店铺营业时间。

■本报记者 李 静 史博臻
张晓鸣

加大街面巡查，发现一个救助一个
全力救助生活无着露宿街头人员

本报讯 （见习记者汪荔诚） 夜晚

的风越来越大 ， 街 头 寒 意 刺 骨 。 昨

夜， 上海市区两级救助管理机构全面

启动流浪、 乞讨等生活无着露宿街头

人员的救助， 民政部门还加大了街面

应急救助督导巡查的力度。
记者昨夜跟 随 工 作 人 员 的 救 助

车一路采访救助情况 。 21 时 45 分 ，
救助人员来到 真 北 路 曹 安 路 路 口 的

高架桥下， 那里躺着一名流浪人员，
盖着薄薄的被 子 。 “我 们 带 你 去 救

助站”， 经过沟通， 救助人员把他送

上了车。
据市民政局救济救灾处处长李志

龙介绍， 寒潮期间， 本市针对陷入困

境、 居无定所、 流浪街头的生活无着

人员的专项救助工作， 将进一步强化

“365 天全天候服务 ” 机制 ， 强化市区

两级民政、 公安、 城管、 卫计等多部门

联动配合机制， 切实帮助流浪、 乞讨人

员解决燃眉之急。
“静安区有 246 条马路， 我们选取

了其中的 65 个点 ， 采用网格化 管 理 ，
在桥洞等处进行巡逻。 一旦发现有人需

要帮助 ， 就让救助人员进行救 助 和 处

理。” 静安区网格中心副主任尤秀国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悉， 目前市区两级救助管理机构

均已设立流浪乞讨露宿人员临时避寒场

所， 并储备好御寒物品； 公安、 城管、
民政则开展 “三合一” 联动巡察救助，
24 小时不间断地做好重点区域 、 夜间

时段及极寒天的集中巡查 ， 强 化 街 面

发现和应急救助机制 ， 并 将 流浪 、 乞

讨人员、 未成年人、 残疾人、 老年人和

其他行动不便人员列为救助工作的重中

之重， 做到 “发现一个救助一个”。 同

时 ， 通过 市 区 两 级 救 助 管 理 机 构 的

24 小时值守接待 、 服务保障 ， 确保

受助人员吃饱穿暖并获得必要医疗。
此外 ， 民政救 助 管 理 部 门 还 加 大 身

份 甄 别 力 度 ， 加 强 跨 省 联 动 寻 亲 ，
及时帮助走失的流浪、 乞讨人员回归

家庭。
据统计， 自 “寒冬送温暖” 专项

救助行动开展以来， 全市共救助流浪

乞讨露宿人员近 3160 人次。

继 ７ 日发出寒潮警报之后 ，８ 日

上海又发出了大风警报。 据最新预报，
９ 日起，上海开启晴冷的天气模式。９ 日

早晨中心城区的最低气温将在零下 １
摄氏度左右，有薄冰；郊区在零下 ３ 至

零下 ４ 摄氏度左右，有冰冻。 由于后续

不断有冷空气的影响，１３ 日以前上海

是持续的“冰冻”天气，１１ 日和１２ 日的

早晨上海中心城区的最低气温将低至

零下 ２ 至零下 ３ 摄氏度； 郊区极端最

低气温可达零下 ６ 至零下 ７ 摄氏度。
（据新华社）

上图：连日来，为确保市场新鲜蔬菜

的及时供应，嘉定华亭镇党委组织农户开

展大棚蔬菜抗冻保温抢收工作。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今起申城开启晴冷天气模式

联系人：倪胜弟、黄友明、张教放 64313364

中国房地产业学会房地产市场与住房保障研究分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

正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宝才先生， 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8 年 1
月 6 日 7 点 11 分在上海逝世，享年 73 岁。 在上海市徐汇区永嘉路 495 弄 1
号设立灵堂，接受各界吊唁。

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上海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

行遗体告别仪式。

讣 告

周宝才先生治丧委员会
2018 年 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