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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到多云，夜里转阴有雨夹雪或小雪 温度:最低3℃ 最高7? 偏北风3-4级，

夜里转北到西北风5级阵风6-7级， 沿江沿海地区和江河湖面阵风可达8-9级 明天多
云 温度:最低-5? 最高-2? 北到西北风5级阵风6-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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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

战“疫”战贫筑同心 昂首奋进新征程
———2020年宣传思想工作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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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新冠

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体系重塑升级

提出新要求。 在上海， 基层卫生构

筑起的发热哨点防线让末端“触

角” 更灵敏、 更智慧、 更高效， 提

升了防线体系的整体效能。 记者从

昨天召开的“筑牢网底、 守沪有

你” 上海市基层卫生抗疫工作交流

会获悉， 上海首创建成的 200 多

家社区发热哨点诊室， 为筑牢疫情

防控“网底” 贡献重要力量， 该做

法获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充分肯

定， 经验分享推广至全国。

超大城市战“疫”， 基层卫生

力量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环。 去年

4 月， 上海推出“公共卫生建设

20 条” 之际， 上海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专家组组长、 华山医院感染科

主任张文宏在谈及上海防疫措施时

就特别“点赞” 基层防疫力量， 称

上海防疫的做法藏在“基层的一点

一滴” 里。

在此次上海市基层卫生抗疫工

作交流会上， 市卫健委介绍， 疫情

发生以来， 全市 246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快速集结、 科学应对， 超

过 3 万名社区卫生工作者驻守道

口人员排查、 社区发热筛查、 隔离

观察点、 全面开诊、 复工复产复学

健康指导等多条战线， 为疫情防控

取得重大成果发挥重要作用。

早在疫情初期， 全市社区医务

人员 24 小时轮流值守本市交通道

口， “逢人必查、 逢车必检”， 累

计为 1000 万余入沪人员进行体温

测量与健康检测， 筑起城市安全

“第一道防线”。 自 2020 年 1 月

25 日起， 本市抓住社区防控关键

点， 全面实施重点地区来沪人员排

查， 也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重

点地区人员实施居家或集中隔离健

康观察。 截至目前， 已累计实施

36 万人的居家隔离和 49 万人的集

中隔离健康观察。

随着全市逐步复产复工复学，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度抽调医

务人员， 对各区申请恢复常态的企

业和学校进行上门指导， 确保全市

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

随着上海公共卫生体系的整体

重塑， 上海的基层社区网络也在功

能上经历“迭代”， 一个全新的社

区发热“监测哨” 防线构筑起来。

遍布全市的 117 家发热门诊中，

设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热门

诊共 34 家。 疫情期间， 上海还创

新建设完成社区发热哨点诊室超过

200 家， 提供发热筛查、 甄别、 转

诊等服务， 发挥基层哨点作用。

截至 2020 年底， 全市社区发热哨

点诊室累计接诊超过 2.5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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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的弓”！上海五大新城发力崛起
高标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生态优势凸显、做优“五型经济”加快产城融合———

“十四五” 时期， 上海最大的变化之

一， 就是五大新城的发力崛起。 上海将进

一步优化市域空间格局， 加快形成“中心

辐射、 两翼齐飞、 新城发力、 南北转型”

的空间新格局。 其中， 嘉定、 青浦、 松

江、 奉贤、 南汇五大新城建设被摆在了突

出位置。

打开上海地图， 五大新城与中心城区

构成了一张“拉开的弓”， 面向长三角腹

地。记者注意到，对于五大新城的最新描述，

去掉了“郊区”两字， 强调将按照独立的综

合性节点城市定位推进建设， 加快提升交

通枢纽能级、 加快建设引领高品质生活的

未来之城、 加快打造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 为上海未来发展构筑新的战略支点。

高标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

过去， 上海郊区较多承担为中心城区

疏散人口、 承接产业转移的功能。 如今，

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 要求新城在

教育医疗、 文化体育、 生态环境、 综合交

通等方面优化完善， 形成体系完备、 具有

一定辐射能力的综合性功能， 让市民不出

新城范围就能实现宜居宜业宜游。

以 2004 年就启动建设的嘉定新城为

例， 目前轨交 11 号线穿城而过， 拥有保

利大剧院、 嘉定图书馆、 F1 赛车场、 上

海市民体育公园等高品质公共文化体育设

施， 先后建成启用上海交通大学附中嘉定

分校、 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民办初中、 中

国福利会幼儿园等名校， 布局瑞金医院北

部院区、 上海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 2 家

三甲医院， 远香湖、 紫气东来、 环城林

带、 石岗门塘已成“四大景观”， 嘉定新

城核心区绿化覆盖率达 40%。 而依托嘉

定国际汽车城优势， 嘉定新城正在全力构

筑智慧交通高地， 构建基于 5G 的智能网

联汽车与智慧城市交通体系， 深入推进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 （上海） 试点示范区

建设， 茛 下转第五版

铆足“比”的劲头 增强“学”的主动
激发“赶”的动力 强化“超”的追求

主持市委季度工作会议要求以更加奋发有为精神状态抓好开局起步 龚正部署重点工作 于绍良出席

李强：拿出再出发从头越的干事志气，切实形成比学赶超生动局面浓厚氛围

本报讯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

举行。 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强调， 做

好今年一季度工作事关全年和“十四五”

开局， 事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

要讲话精神， 拿出再出发、 从头越的干事

志气， 提振奋发有为、 奋勇争先的精神状

态， 铆足“比” 的劲头、 增强“学” 的主

动、 激发“赶” 的动力、 强化“超” 的追

求， 切实形成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和浓厚

氛围， 不断创造新奇迹、 展现新气象。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在会上部署一

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市委副书记

于绍良出席。

李强指出， 今年是“十四五” 规划开

局之年，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开启之年，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要充分认识上海在国家发展大局中

所处的方位、 所承担的使命， 进一步增强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进取心，

把比学赶超落到全市抓发展、 惠民生的各

个方面，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实

际行动抓好开局起步， 茛 下转第五版

打造新地标式景点人民城市建设典范
龚正调研世博文化公园建设指出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

正昨天调研世博文化公园建设时

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 把

宜居安居摆在首位， 把最好的资

源留给人民， 茛 下转第二版

全面推进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
市政协召开专题通报会 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记者周渊） 市政协昨天召开专题通报会。 市政府

相关部门通报 《政府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 起草情况、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 （征求意见稿）》 编制情况。 市政协主

席董云虎出席并讲话。 茛 下转第二版

比学赶超!“比”是基础“学”是前提“赶”是关键“超”是目标
■ 比学赶超，“比”是基础，要

铆足“比”的劲头，比担当、比作为。
上海承担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
作与竞争的使命任务，上海的中
心地位和龙头作用是要在竞争中
“比”出来的。经济建设是中心工
作，高质量发展是“比”的主战
场。要立足自身纵向“比”。要眼
睛向外横向“比”。要拉高标杆全
面“比”

■ 比学赶超，“学”是前提，要
增强“学”的主动，虚心学、深入学。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养成良好学
风，强化终身学习理念，增强补课
充电紧迫感，先学一步、学深一
步，锻造成为各项工作行家里手，
更好跟上时代发展潮流、感知群众
需求变化、驾驭错综复杂局面。要
掌握时代新知。要借鉴先进经验。
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 比学赶超，“赶”是关键，要
激发“赶”的动力，跑起来、赶上
去。形势逼人、形势催人，抓工
作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
难得的时间窗口期，抓开局起
步必须从头抓紧、全程发力。
对标先进要有被甩开、被落下
的危机感，把“赶”的动力真
正激发出来，见贤思齐、迎头
赶上

■ 比学赶超，“超”是目标，要
强化“超”的追求，打破常规、不断
超越。要敢于争先进、创一流，
不断创造符合时代需求、有更高
含金量的新“第一”，努力在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卡脖子”技术
攻关突破、占领新兴前沿和战略
领域、配置全球资源功能上争
取第一，持续释放上海新的发展
活力

寒潮夜，一名基层医务人员在隔离点忙碌，防护服背面“欢

迎回家”的字样温暖了许多人。 （市卫健委供图）

疫情下的国内演艺重启之路：从技术“在线”到内容“破圈”
传统演艺与在线技术碰出火花，提升艺术与生活的亲密度；剧场文化突破“剧场”界限，进行各种“跨界”———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对全球演艺

机构和艺术家们而言， 都是异常艰难

的一年。 疫情隔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 一些新作甚至来不及亮相， 就得

匆匆卸台封装。 在重启之前， 囿于有

限社交空间内的观众和演艺从业者，

都不得不面对几十年未遇的“至暗

时刻”。

好在， “云剧场” 的打开让艺术

透出了一道亮光！ 国内演艺市场并未

困顿太久， 一系列通过直播或录播方

式打造的“云演出”， 抚慰着疫情期间

观众焦灼的心情。 此后， “云彩排”

“云练功” “云考核” “云发布” “云

导览” “云签约” 等更多元的在线艺

术分享形式纷纷诞生， 成为特殊时期

最好的文化陪伴。 传统演艺曾与互联

网在线技术相隔甚远， 但却通过这次

意外的碰撞， 经历了从陌生到熟悉的

认知过程。 尤其是借助直播经济和新

媒体技术的优势， 一批演艺 IP、 演员

转型成为新流量， 他们“破圈” 与观

众垂直交流， 提升艺术与生活之间的

亲密度。 这些， 正是国内演艺行业顶

住疫情压力的勇敢突围。

得益于及时有效的防控， 2020 年

由春入夏之际， 国内剧场纷纷迎来重

启。 剧场上座率控制从 30%到 50%再

到当下的 75%， 不断调整的票版一路

见证了国内演出市场复苏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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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恐慌性应对到
冷静探索，“云演艺”的公
益形态表现突出

■ 本土原创迎来加
速度，剧场文化不断“破
圈”发展外延

转版导读

左：舞台剧《繁花》在 2020年末再度收获票房与口碑。 （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供图）

中：2020 年，上芭“戴口罩跳芭蕾”上了次全网热搜。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右：戏剧与影像结合，让原创悬疑剧《深渊》迅速“出圈”。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供图）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