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昨天，上海天文馆项目工地

正式复工，天文馆展示工程已进

入样板段施工阶段。 现场，工人

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李洁

全力打造高水平大学科技园
大学科技园建设专题座谈会召开 廖国勋讲话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廖国勋主持召开大学科技园

建设专题座谈会，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要求，集中各方优势资源，聚力产学研

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大学科技园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服务国家

战略、服务城市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杨浦区和市科委、市教委负

责同志作了发言。与会同志围绕加强大学科技园建设、推动产学

研协同创新等进行交流。

廖国勋指出，要把做大做强大学科技园摆在重要位置，进一

步集成高端科技创新资源，集聚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

素，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各方协同

发展。 聚焦重点领域产业发展，培育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努

力将学术资源、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促进产业创新与

转型升级。

廖国勋指出，要坚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借鉴国

际国内大学科技园发展的好经验好做法，推进大学校区、科技园

区、 城市社区高质量联动， 坚定大学科技园与区域发展共生共

融。要把握发展机遇，咬定发展目标，强化规划引领，优化政策支

持，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营造更加浓厚的社会氛围，全力打造高

水平大学科技园。

《疫情防控健康科普上海专家共识》发布
沪上12位医学专家号召更多医务人员投身健康科普，形成健康上海行动最大社会公约数

抗击新冠肺炎， 是一场人民战
争，健康科普是有力武器。如何激发

全民参与、调动社会力量，筑牢疫情防控
的 “铜墙铁壁 ”，同时解疑释惑 、安定人
心、消除恐慌？ 关键时刻，医学专家要挺
身而出。面对疫情，民众健康意识空前高
涨，医学专家要抓住时机，大力推进健康
科普。 我们达成如下共识：

一、 公众的健康素养对疫情防控极
其重要。 医学专家在参与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疾病预防、科研攻关的同时，要致
力于健康科普， 用健康科普这个特殊的
“药物”，帮助市民抵御疾病传播。

二、健康科普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遇
到突发传染病，民众难免出现焦虑、恐慌情
绪，不容易识别谣言。 谣言止于智者，更止
于公开， 信息公开透明是疫情防控的重要
原则，健康科普是信息公开的有效手段。

三、健康科普既要重视理念引领，也
要注重实用性和应知应会能力的培养，

比如六步洗手法、口罩正确佩戴法；既要
提高健康意识，更要改变行为习惯，养成

健康生活方式。

四、健康科普的实质是学术大众化，

健康科普要通俗易懂，讲“人民的语言”，

把深奥的知识讲浅显， 将复杂的道理弄
简单，使枯燥的内容变有趣。

五、健康科普平台很多，舞台很大，

医务人员要不拘一格做科普， 线上线下
相结合，可以在发布会上讲科普，在健康
课堂做讲座，在新闻媒体发文章，也可以
拍短视频、玩微信、发抖音。

六、 健康科普是基础理论、 临床经
验、实践能力等综合体现，健康科普有利
于锻炼、提升业务能力，青年医务人员要
积极投身健康科普，在服务社会的同时，

更快成长成才。

七、健康科普要讲“双重性”，既要讲
医学技术的进步、医学成就的伟大，也要
讲医学的局限与无奈， 引导市民合理预
期。 对新冠病毒既要重视防护、消毒，也
不要防御、消毒过度。

八、健康科普要通俗，但不可低俗、

媚俗，不能放弃科学、严谨、专业的底线，

做科普，“三观”正确很重要。

九、医务人员要做有情怀、有温度的
科普，人文科普是健康科普的更高境界。

十、健康科普要加强机制化建设，将
医务人员做科普纳入工作绩效评价，为
健康科普注入持久的动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来临， 没有人是
局外人！医学专家、专业机构要发出权威
的声音，动员民众参与。我们号召更多的
医务人员投身健康科普， 形成健康上海
行动的最大社会公约数， 使民众在疫情
面前更镇定、更理性、更自律，使上海市
民的健康素养进一步提升！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医学分子实验室创始人 闻玉梅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 宁 光
中国-WHO联合专家考察组成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吴 凡
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

院长 江 帆
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
全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成员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

书记 卢洪洲
复旦大学医学科普研究所所长、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 董 健
健康上海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 谢 斌
健康上海行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

家、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 吴立明
中华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副组长、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党委书记 邹海东
国家消毒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上

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感染控

制科主任 朱仁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

巡讲团专家、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主任医师 崔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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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把手服务”让企业化痛点为机遇
李尉从事家政行业数十年，此次疫情让他意识到，破题即是创新———

3月1日，悦管家升级家政服务项目，推

出一项名为 “深度清洁+全屋消毒” 的产

品，上线10天来，订单直线上扬。 创始人李

尉总算松了一口气， 企业一度面临的危局

在创新中悄然散开。

疫情突袭对家政行业的影响究竟在哪

里？ 这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始终盘旋在李尉

脑海中 ，在他看来 ，家政行业的 “地基 ”很

稳———巨大的社会需求从未改变， 但无论

是消费端还是家政人员端， 入户服务的心

理障碍都难以快速突破。

这是家政行业从未遇到过的痛点，也

是难得一见的商机。 变消极等待为主动突

围，作为首批复工的家政企业之一，悦管家

主动升级家政服务项目， 在行业复苏的关

键时刻，提前把企业带到了全新的赛道。

粮草先行
砸重金提前召回“悦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家政企业新服务

的推出，“粮草”是手握新技能的家政人员。

创新之前，李尉已绸缪许久。

“我们2月10日开始复工。 当时业务板

块中， 除月嫂和企业客户的服务正常运营

外，消费者端几乎全断了。 ”李尉要做一道

选择题，在消费者端的需求还没爆发前，是

等待观望， 还是早做准备。 李尉选择了后

者。 从2月中旬开始定向邀约资深员工分

批回沪。 为让员工吃下“定心丸”，对来自

非重点地区员工的回程高铁票全报销；居

家隔离的14天内，员工至少获补贴700元。

员工居家隔离期间 ，除每天 “云打卡 ”、报

体温外， 最主要工作是参加线上培训，关

于全屋消毒的新技能就是通过 “云培训+

在家实操 ”获得的 ，这为企业转型争取宝

贵时间。

转型突破
全屋消毒成“敲门砖”

当回沪家政人员的移动轨迹显示正常后，

“随申码”翻绿，属于家政人员的春天也来了。 3

月1日，悦管家推出“深度清洁+全屋消毒”升级

服务，尝试从心理上打破笼罩在家政行业头顶

的“阴云”。李尉说，要让消费者愿意打开门，把

人接进来，一定要有能“打动人心”的产品，深度

清洁及消毒的升级服务会是“敲门砖”。

新服务有新标准， 医用级的消毒剂被纳

入到深度清洁中。过去没人在意的家具表面、

开关、门把手的喷洒擦拭，都被纳入新的服务

中。 新服务一经推出，就受到消费者欢迎，预

定服务量激增，新老客户都来了。 李尉预计，

随着未来进社区门槛放宽， 家政行业的回流

趋势将加速，行业复工也会继续加速。

产业新路
消毒类家庭服务有商机

家政行业的市场需求正在逐步回暖。 就

在3月9日， 市家政行业协会公布了第二批45

家复工家政企业名单。截至3月8日24时，春节

期间留沪家政员有23万人，27万回乡家政员

中目前返沪近2.4万人。

家政行业复苏后，会一切如初吗？李尉认

为，家政行业在疫情中有重新洗牌的可能。一

方面，社区生活方式会改变，消费者需求也会

改变。另一方面，疫情促使更多消费者改变交

易习惯、沟通习惯和消费习惯。当消费者的卫

生习惯、生活习惯因防疫而发生改变，家政行

业的新商机也出现了。李尉说，以前家庭服务

的保洁分为四层，从基础到高阶分为抹灰、保

洁、清洁、消毒4个阶段，未来消毒类的服务需

求或会直线上扬，“从偏日化的保洁过渡到偏

专业的保洁，我们已做好了准备，这可能是疫

情后三年内家政行业的最大机遇点”。

“抵御疫情冲击、企业主动自救”系列报道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下周召开
《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条例（草案）》

将初审 蒋卓庆主持主任会议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通讯员宗原）市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

第三十九次主任会议， 决定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本月 18 日至 19 日召开， 将对 《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条例

（草案）》进行初次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该办法（草案）提

请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听取了关于《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消防条例〉的决定（草案）》修改情

况的报告，关于《上海市会展业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关

于《上海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以及

关于《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条例（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决

定将相关决定和条例草案提请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听取

了关于本市 2019 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

告的说明，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 2019 年备案审查工作

情况的报告，决定将相关报告提请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三次

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以及有关人

事任免案的说明，决定将相关报告、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表决；决定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情况的报告提请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书面审

议。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市政府办公厅有关复函的评价意见等。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泽洲、沙海林、蔡威、高小玫、肖贵

玉、莫负春出席会议。

首批13个高频事项登陆“随申办”
“一网通办”将扩大“不见面办理”事项覆盖范围

本报讯 （记者张懿）4 月底前，市民最常用的 50 个政务服

务事项，将全部可以通过手机在指尖办妥，从而彻底实现办事的

“零材料、零跑动”。 昨天，新版社保卡申领、出入境记录等首批

13 个高频事项已登陆“随申办”App。

让“一网通办”从“能办”变成“好办”，让市民切身感受到便

利，这是上海今年深化“一网通办”改革的一大亮点。为实现该目

标，在去年本市开展“材料收取减半、办理时间减半”改革的基础

上，市政府办公厅和市民政局近日联合市政府相关部门，对个人

事务办理频次最高的 50 个事项逐一作了梳理。 按照“凡是本市

政府部门核发的材料，原则上一律免于提交；凡是能够提供电子

证照的，原则上免于提交实体证照”的要求，对这些事项的办理

进行了流程再造，对办事指南和业务规范进行修改完善，从而实

现了“材料零提交，办理零跑动”。

据介绍，这 50 个事项的办事总量，占到上海个人事项办理

量的 90%以上。 为此，“一网通办”在其手机 App“随申办”平台

上，新上线了“不见面办理”专栏。 按照“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的

原则，昨天起，首批 13 个高频事项已登陆该专栏。

下一步，“一网通办”将不断扩大“不见面办理”的服务事项

覆盖范围：4 月底前，其他 37 个高频事项将登陆“随申办”App，

使得总量达到 50 项；而到今年年底，本市个人服务事项中，除了

个别因为地域条件限制而只能在当地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其

他的将都可以在线办理，总量预计可达 150 项。

门框、门把手等细节在家政行业服务升级中受到重视。 （企业供图）

编者按
上海卫生健康系统在抓好医

疗救治、疾病预防的同时，举全行
业之力，集中一大批优秀的公共卫

生、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专家，积极开展健康科普。

疫情防控之初，针对社会的焦虑 、恐慌情绪 ，

12位院士联名向市民倡议：科学认知新发传染病，

不过于恐慌、不信谣传谣。

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设置了
近20期健康科普， 每天安排一名权威医学专家进
行健康提示；推出“疫情防控市民健康科普50问 ”

“疫情防控市民心理疏导18问”。 此外，市卫健委官
微牵头110余家医疗卫生机构， 组成新媒体矩阵。

38家市级医院推出科普栏目1200多个。 健康科普
累计浏览量超过10亿人次。

医学专家纷纷参加科普，开启了上海健康科普
的新局面，取得极佳的效应。 市健促委等抓住疫情
防控的有利时机，向全体市民发出使用公筷公勺倡
议。 120余位市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加快修法进
程，在全国开风气之先。

在昨天举行的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上，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代表沪上

12位医学专家，发布《疫情防控健康科普上海专家
共识》。

上海天文馆项目复工，预计明年开放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作为上海市重

大建设项目的上海天文馆 （上海科技馆分

馆）项目工地昨天正式复工。 上海天文馆包

括一幢主体建筑，青少年观测基地、大众天

文台和魔力太阳塔等附属建筑，建成后将成

全球建筑面积最大天文馆，预计明年开放。

首个复工日， 上海天文馆展示工程已

进入样板段施工阶段。记者现场看到，工人

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当天样板段共

有 22 名工人在现场施工作业，复工率占整

个展馆作业人数 15%。 随着疫情逐渐缓

解， 后续还将有大批工人在做好防控措施

的基础上陆续进场。

作为博物馆展览展示工程项目， 天文

馆另一特点是展品展项多。 300 余件展品

展项与展厅装饰布展紧密融合、相互关联，

施工工序和节点计划也相互交错、 不可分

割。为此，天文馆指挥部在推进施工工地现

场复工的同时， 统筹部署位于国内外不同

地区的 30 余家展品展项供应商同步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