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人大代表昨天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会场上， 代表们认真履
职，“抢话筒”发言， 提出了不少 “接地气” 的建议。 本报记者在审议现
场记录下了部分代表的发言。

■本报记者 祝越

直击黄浦区代表团

■本报记者 张晓鸣

代表简介
余思彦，男，37 岁，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金山区博

物馆副馆长。 图为余思彦代表。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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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薇菁 让“城市遗产”讲述有温度的人和事
徐志摩纪念馆、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政协委员提案关注城市文化记忆———

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上， 很多委

员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 “城市遗

产” 上。 这些 “城市遗产”， 有工业的，
有人文的， 有艺术的， 它们曾在城市发

展和演进中留下印迹。 如今， 它们面临

着可能被遗忘、 被清除的命运。 那么，
能否让这些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珍贵遗产

永久定格？

为四明邨“请”回徐志摩

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中心对面， 保

留着一片典型的石库门居住区 ， 名 叫

“四明邨”， 是代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

“活着的文物”， 经常有海内外游客慕名

来此拍照留影。 事实上， 那里还深藏着

一段传奇的文化往事。
“徐志摩曾携妻子陆小曼在上海居

住， 当时他们的定居之处就在四明邨。”
对于这段历史， 市政协委员、 上海音乐

学院作曲系主任叶国辉进行了 深 入 了

解。 章太炎、 徐志摩、 陆小曼、 胡蝶等

不下十位文化名人曾在此居住。 上世纪

二十年代， 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
指明要住在四明邨徐志摩家中 ， 要 睡

“那张挂着红帐子的床”， 说是具有异乡

的味道。
此次叶国辉提交了一份 《关于在上

海 “四明邨” 建立中国诗人徐志摩纪念

馆 》 的提案 。 “‘四明邨+徐志摩 ’ 是

典型的海派文化象征， 也是江南文化的

象征 ， 是上海不可多得的历史 文 化 资

源。” 叶国辉表示。
叶国辉在调查后发现， “徐志摩故

居” 原在延安中路 923 弄靠马路边上，
现已被拆 ， 但幸运的是 ， 它与 今 天 的

913 弄都属于四明邨， 并且距离非常接

近， 其原始样式也与现存的石库门房子

相同。
徐志摩是近代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

代表人物之一， 但在他曾长期居住的上

海却没有一座纪念馆。 “这不免有些遗

憾。” 叶国辉认为， 在四明邨选址建立

徐志摩纪念馆具有可操作性， “既用石

库门建筑保留一段上海的国际文化交流

史 ， 又用珍贵的人文记忆守住 石 库 门

‘遗产’。”

工业遗存的“不锈”创新

一处长 900 米 、 宽 120 米 、 高 27
米的不锈钢厂 “遗址”， 比足球场还大，
但 “转化为艺术孵化空间， 却一点儿不

嫌它大”。
十几层楼高 的 烟 囱 ， “不 妨 把 它

‘环绕’ 起来， 建一条云梯式的步行道，

登上最高处， 城市美景尽收眼底”。
高 40 米、 直径 30 米的废旧缸炉，

能够做什么？ “做音乐厅、 做潜水游泳

池， 服务于现代都市人群的生活需要，
满足现代城市的新功能。”

工业遗址留下的 “废铜烂铁” “建
筑垃圾 ” 可以拿 来 做 什 么 ？ 委 员 们 可

谓是脑洞大开， 新的功能定位集旅游、
观光、 文化体验于一体。 此次上海“两

会 ”上 ，民 进 上 海 市 委 提 交 了 《国 际 视

野下的城市工业遗存的更新与 转 型 策

略 》 的提 案 ， 聚 焦 老 工 业 遗 址的时代

转型。
这份提案脱胎于市政协委员、 上海

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金江波和学生们共

同完成的一个课题， 他们要把位于长江

路 500 号的原宝钢不锈钢厂 “遗址” 设

计改造成一个文化创新集聚地、 一个展现

城市新气象的活力社区。
“既要保持它的荣耀， 同时也要让它

主动张开怀抱，向人们展示新生的活力。 ”
金江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要调动艺

术界 、 设计界 、 科技界等多领 域 创 新 人

才的力量 ， 为这些老空间注入新创意 。”
原有功能定位不再 ， 但这些工业遗址还

是要紧跟时代， 随着城市发展的脉搏一起

跳动。

让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落户”
2003 年，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启动筹

建新闻出版博物馆 ， 但因选址问题至今

未能落实 。 今年上海 “两会 ” 上 ， 市政

协委员 、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

再度呼吁， 尽快为新闻出版博物馆“落户

安家”。
史领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建立

新闻出版博物馆， 不仅是对上海新闻出

版历史的记忆和传承， 同时对唱响上海

文化品牌建设和促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

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部近现代中国新闻出版史， 上海

出版界群星闪耀、 大家辈出， 积累了大

量珍贵史料 ， 拥有得天独厚的 历 史 资

源。 有关方面现已征集到藏品数万件，
其中包括钱锺书 、 茅盾 、 巴金 、 叶 圣

陶 、 黄 永 玉 等 文 化 名 人 的 书 信 手 稿

2134 件 ， 线装古籍近 20 万册 ， 百科 、
词典类中文工 具 书 7000 余 种 ， 等 等 。
建成后， 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将服务于

市民的休闲和文化生活， 成为涵养人们

文化素质的 “校外课堂”。

“抢话筒”发言 “接地气”建言
市人大代表昨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本报记者直击现场———

杨志刚代表： 上博东馆
突出“中国古代”侧重“海派”
“江南”

目前， 上海博物馆东馆项目已于

去年 9 月开工建设， 计划于 2020 年竣

工。 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建成将很大程

度上弥补目前展陈方面的遗憾， 今后

类似大英博物馆百物展的优秀展览有

望在上博东馆延续。
上海博物馆馆藏文物近 102 万件，

今后，上博藏品将在上海博物馆东馆有

更多亮相的机会。通过硬件装修和展陈

规划两条线走， 预计 2020 年项目建成

后花两年的时间完成布展。目前展陈已

经完成初步规划， 一个是常设展厅，一
个是临时展厅。常设展厅突出中国古代

艺术，体现古代艺术的面貌；临时展厅

则会在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方面以及对

外交流方面有所侧重。

薛渊代表：看保质期，不
能让消费者掰指头算日子

食品安全， 这是大家高度关注的

话题。 提及食品安全， 我们在一些细

节上也不能忽视。 比如， 目前食品包

装上都有生产日期、 有效期等主要标

识， 但没有统一的格式。 食品外包装

上的这些标识， 有的是用喷码打出来

的 ， 有的是通过塑料压痕压出 来 的 ，
不明显 ， 不好找 ， 不规范 。 超 市 里 ，
常常能看到一些年纪较大的消费者来

回翻转着包装寻找并查看生产 日 期 ，
甚至还要掰着手指头算算日子， 看是

不是过期了。
建议有关部门在这方面有所规范，

比如加贴统一形式的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标识， 让老百姓在购物时一眼就能

看到， 买得放心。

陈永平代表： 要让中学
教师有时间“空杯换水”

当下中学教师教学任务繁重， 不

少骨干教师还要兼任各类辅修课， 希

望相关部门为学校补充更多特色学科

的教师资源， 妥善制定教师的工作计

划、 研修计划， 为他们的持续专业发

展提供有效支持。
进一步完善教师交流制度， 让更

多的教师与国内外的同行们交流、 碰

撞， 这样既可以开阔教师的视野， 也

有 助 于 他 们 确 定 个 人 的 专 业 发 展 方

向， 不断充实自我。 老师们有时间腾

出手来 “空杯换水”， 才能合理规划发

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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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制定花木修剪维护方案
让城市更绿色更美丽更自然

【提案传真】
《关于完善本市道路园林

绿化花木修剪维护、优化相关
预算使用效率的建议》

每年冬季行走于上海街头， 人们总

能看到修剪绿化花木的场景， 枝桠落满

一地 ， 既影响道路园林景观的 整 体 美

感， 出行、 交通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市

政协委员、 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就

此提案建议， 突破传统的园林绿化管理

思路， 在大力提倡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

全社会共识下， 科学制定道路园林绿化

花木修剪维护方案， 让上海这座城市更

绿色、 更美丽、 更自然。

【委员如是说】
当前 ， 一大 批 郊 野 公 园 正 陆 续 建

成， 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公共空间如期

贯通开放， 再加上全市大量公园休闲文

化设施的完善与功能提升， 广大市民享

受健康和谐的绿色生活得到了 有 力 保

证 。 然而 ， 在道路 、 园林绿化管 理 方

面， 每年一到冬季， 本市公园里、 道路

上就开始 “大张旗鼓” 地修剪花木， 修

剪现场一时间花叶树枝与锯末遍地， 杂

乱堆放， 导致交通受阻， 影响周边市民

体育锻炼与休闲。
曹阿民建议， 上海可以学习借鉴国

外一些园林绿化管理经验， 在城市道路

及园林设施的绿化树木品种的优化以及

管理理念上不断创新， 将每年冬季的修

剪维护重点放在影响交通红绿灯、 道路

指示牌视线的树木以及公园人行道边对

行走形成妨碍的灌木， 减少不必要的树

木人工修剪， 保持公园花草、 树木的原

生态美。 同时， 继续保留原有市容绿化

财政预算经费， 科学规划修剪， 增强相

关预算用途的管理弹性。

■本报记者 朱颖婕

“槟榔哥”有了新角色
余思彦代表：以设计时刻“大饼图”的劲头积极履职

“80 后 ” 余思彦是新当选的市

人大代表， 而在网上他有一个更响亮

的网名 “槟榔哥”。
自 从 2012 年 金 山 铁 路 开 通 后 ，

每次调整时刻表， 生活在金山区的余

思彦都会在网上推出最新的时刻 “大
饼图”。 这张时刻表共有四个饼状图，
包括工作日和 周 末 节 假 日 的 来 回 时

刻， 直达车和站站停车次则分别用绿

色和黄色两个颜色标出， 简单明了，
非常实用 。 由 于 这 张 实 用 的 “大 饼

图”， “槟榔哥” 在金山区小有名气。
提 起 第 一 次 制 作 金 山 铁 路 时 刻

“大饼图”， 余思彦记忆犹新： “当时

我刚好要去市区培训一段时间， 每天

乘坐金山铁路， 听到很多人说时刻表

看起来不方便， 就想着能不能做一个

更加简单形象的时刻表。” 余思彦大

学念的是历史地理专业， 经常要运用

画图软件制作地图， 于是就开始尝试

制作时刻表。 “目前最新的是去年 9 月

启 用 的 6.2 版 ， 今 年 春 节 前 还 会 有 一

版， 那就是 7.0 版了。” 余思彦笑着说。
大学毕业之 后 扎 根 金 山 区 的 余 思

彦， 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充满着感情。 当

选市人大代表后， 余思彦暗下决心， 要

拿出设计时刻 “大饼图” 的劲头， 深入

基层了解情况， 积极履职， 切实为群众

办实事、 做好事。 他今年准备的第一

项建议， 就是和金山区的水有关。
上 海 地 处 长 江 三 角 洲 ， 河 流 密

布 ， 有 许 多 文 物 点 就 在 河 流 附 近 。
“以金山区为例， 在 182 处不可移动

文物中， 桥梁及桥梁遗址就有 65 处，
占比超过三分之一， 另外还有大量的

涉水或地处河流附近的文物点， 据初

步统计有 27 处， 比如朱氏船舫遗址、
戚家墩古文化遗址、 招贤浜古文化遗

址等等。” 余思彦对此如数家珍。 他

建 议 ， 在 中 小 河 道 的 整 治 过 程 中 ，
必须要重视文 物 保 护 工 作 ， 要 加 强

水 务 部 门 和 文 物 部 门 的 沟 通 协 调 ，
既要做好河道整治工作， 又要做好文

物保护工作。
余思彦告诉记者， 上海地区现存

的许多地名及 俗 语 都 体 现 着 “水 文

化”， 比如徐家汇、 肇嘉浜等。 因此，
他建议， 在河道命名上可以充分借鉴

古代河流的名 称 ， 提 升 河 流 文 化 内

涵。 并在河道两岸绿化步道设计中注

入文化、 体育等元素， 比如在镇区或

居民点附近的沿岸增设文化长廊和户

外健身点， 配备相应路灯、 座椅等设

施，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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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难 、 看病累 ， 是不少市民就医 时 遇 到 的 烦 恼 ；
“全面二孩” 时代的来临， 给儿科、 产科带来严峻挑战；
老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 探路 “医养结合” 新型养老

服务模式刻不容缓……上海 “两会” 期间， 这些问题牵动

着不少代表和委员的心， 他们期待并呼吁， 让人们共享

“病有所医、 幼有所育、 老有所养” 的品质生活。

“互联网+医疗 ”，让更多人走进 “家门
口的好医院”

挂号排队、 看病排队、 付费排队 、 取药排队……即

便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 有时过久的等待成本也会影响

人们的就医体验。 几天前， 闵行区推出上海首个全区层

面 的 便 捷 医 疗 平 台———“闵 行 捷 医 ” ， 令 居 民 享 受 到 了

“指尖上的便捷医疗”。 为了进一步完善平台功能， 市人大

代表、 闵行区莘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顾昊带着建

议来到会场。
顾昊提到， “闵行捷医” 将对接区内各医联体， 采用

单一入口， 整合医疗资源， 在线为居民提供智能导诊、 分

时预约、 智能排队、 查询提醒等便捷服务。 “算上咨询、
排队等， 平均可以减少约 40 分钟的就医时间。” 眼下， 自

费病人已可以通过支付宝在线支付诊费， 但医保实时结算

尚未开通。 他直言， 在社区医院， 70%至 80%的病人有医

保， 如果能够开通医保线上结算功能， 那么， 老百姓就医

将更加放心、 便捷， 也就会有更多人愿意走进 “家门口的

好医院”。

形成社会合力，助推产科儿科医疗服务发展

近年来， 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生育需求、 儿童健康服

务需求， 有关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但儿科看病

难， 产科、 儿科医师数量少、 留不住等问题仍然存在。
市政协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徐虹认

为， 打造一支优秀、 稳定的儿科医护队伍是发展儿科的基

础， 尤其要给予 35 岁以下的年轻医生更多关注。 “对儿

童的诊疗要求高于其他专科， 儿科医师的工作虽然辛苦，
但至关重要。” 她建议建立一个专项基金， 在薪资待遇、
日常生活、 住房租房、 学术科研等方面， 对青年儿科医师

予以支持， 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选择儿科、 留在儿科。
市政协委员、 复星国际联席总裁陈启宇则建议， 鼓励

公立医院以医联体等方式与更多社会资源合作办医， 助推

产科、 儿科发展。 “两者分工协作， 优势结合， 有助于满

足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医养结合”亟待破题，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截至去年年底， 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2.3 亿，
上海三分之一人口已步入老龄。 在健康养老服务需求日益

增加的当下， 着眼于 “有病治病、 无病疗养”， 新型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模式逐渐兴起。 但是， 准入门槛较高、 医护

人员匮乏、 缺乏统筹规划和激励政策等仍是阻滞其发展的

主要原因。
市政协委员、 上海颐和苑老年服务中心理事长周保云表示， 养老服务本身是

微利行业， 而医生和医疗设施均属于高成本投入， 如果政府能够进一步加大扶持

力度， 对于参与合作的民间机构， 尤其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内设医疗机构， 给予一

定的运营补助， 将有助于其落地和发展。 对于人才吸纳和培养来说， 则可通过经

费补贴、 物质奖励、 政策优待等多种方式， 建立并不断完善 “医养结合” 专业人

才的培养路径。 “让老年人生活得安全、 幸福且有尊严， 是全社会需要一起努力

的事。” 周保云建议， 整合社区、 养老

机构、 医疗机构的优势资源， 建立一体

化服务医疗体系 ， 打通居家养 老 服 务

“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朱颖婕

直击徐汇区代表团

■本报记者 顾一琼

直击虹口区代表团

■本报记者 何易

昨天下午，在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分组审议时，代表们热烈讨论、认真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图为邓蜜代表在发言。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昨天下午，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计

划草案报告、预算草案报告。 图为沈钦华委员在发言。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