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民生”“公平正义”，司法有力量、暖人心
市人大代表审议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纷纷表示———

昨天，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举
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市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刘晓云关于市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的报告、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
本才关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

这两份报告中 ， “防疫 ” “民生 ”

“公平正义” 成为热词 ， 市人大代表
们在审议中纷纷表示， 这进一步彰显
了： 司法有力量、 暖人心。

疫情防控
在线庭审4万余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2020 年，

全市法院大力推进在线讼诉服务和在
线庭审常态化， 共受理网上诉讼服务
申请 262.5 万次， 网上立案率从不足

20%上升至 73.3%； 支持在线庭审的

法庭由 26 个迅速增至 274 个 ， 在线
庭审 4 万余场 。 完善服务 “六稳 ”

“六保” 司法举措 ， 围绕依法审理各
类涉疫情案件、 妥善推进执行工作等
方面出台 26 项举措 ， 向社会公开涉
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系列问答。 依
法审理劳动争议、 合同违约、 长租公
寓纠纷等涉疫情民商事案件， 入选全
国法院 “依法惩处妨害疫情防控犯罪
典型案例” “服务保障复工复产典型
案例” 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过去一年 ， 全市检察机关同样
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 从
严从快办理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案件

438件 569人， 6起案件入选全国检察
机关涉疫典型案例， 居全国前列。 全
力服务复工复产， 从严打击侵害企业
合法权益的合同诈骗、 职务侵占等犯
罪， 对涉企案件依法决定不捕不诉 、

建议变更羁押强制措施 、 适用缓刑
等， 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
动的影响。

民生温度
涉旧改征收补偿审

理天数缩短39.3天

旧改征收，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
工程。2020 年，全市法院建立旧改征收
司法执行新机制，开通绿色通道，加快
案件审理进度， 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的同时最大程度提高工作效率 ，涉
旧改征收补偿案件审理天数缩短 39.3

天，为加快城市更新提供司法保障。

过去一年，全市检察机关推动城市
治理回应公众关切。 针对食品安全、共
享汽车等治理难点热点，制发检察建议

607件。 就互联网应用商店个人信息保
护不到位、 小区物业管理不规范等制
发的检察建议， 获评全国优秀检察建
议。结合办案，督促走私冻肉等问题整
改， 推动开展非法金融广告等联合整
治。对接城市数字化转型，设立智联检

察中心，在惩治互联网犯罪、参与网络
空间治理、促进人工智能规范发展等方
面走在全国前列。加强特殊群体司法保
护，首创的“一站式”取证保护等制度被
《未成年人保护法》吸收；深化涉老检察
工作，筑牢“一老一少”的“司法护栏”。

司法公正
加大“回头看”力度

过去一年， 全市法院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 组织开展司法巡查、 司法作
风专项督察、 执行案件 “一案双查”，

严肃监督执纪问责， 共立案查处违反
党纪政纪案件 20 件 22 人。

全市检察机关坚守公平正义， 稳步
完善法律监督新格局。 优化刑事诉讼
监督机制， 创新专职检察官联络公安
机关监督模式， 试点法院移送犯罪线索
跟踪监督， 加大交叉巡回检察和“回头
看” 力度。

“一把葱”与“金手指”，都能用系统集成来破题
唐玮婕

今年上海两会上 ， “一把葱 ” 被

热议 。 有人大代表直言 ， “为了买把

葱 ， 菜市场门口违法停车 ， 被罚 200

元”， 看似交通老问题， 但用数字化的

新办法 ， 把车辆行驶轨迹 、 车辆总数

等信息一集成 ， 盘活周边停车位 ， 或

许就能找到破解问题的突破口。

同一个会场上 ， 另一名代表关注

浦东北部 “三高” （高桥镇、 高东镇、

高行镇 ） 地区的开发 ， 整片区域宛如

蓄势待发的 “金手指”， 各有各的长板

和短板， 要用全局眼光做好整体谋划，

才能攥指成拳、 集中发力。

“一把葱” 与 “金手指”， 乍看起

来二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 但前者关

乎社会治理 ， 后者关乎经济发展 ， 两

个问题要解决 ， 思路相当一致———系

统集成。

与过去在白纸上作画完全不同 ，

如今的上海是一座拥有 2400 多万人口

的超大城市 ， 人口多 、 流量大 、 功能

密 ， 建设 、 发展 、 运行 、 治理各方面

要素多维多元 、 互相交织 。 面对这样

一个错综复杂的巨系统 ， 如果只靠

“单兵突进” 的方法来破题， 有可能会

陷入两大瓶颈 ： 要么是力度不足 ， 似

蜻蜓点水 ， 不触及根本 ； 要么就是着

力太散 ， 停留在 “头痛医头 、 脚痛医

脚 ” 的层面 。 可以说 ， 注重 “系统的

观念 、 集成的办法 ” 正是这座城市面

向 “十四五”， 进一步推进高水平改革

开放， 实现持续进阶的一大关键路径。

坚持 “系统 ” 观念的重要原则 ，

首先必须有全局意识 ， 要站在服务大

局的高度 ， 整体设计 、 系统谋划下一

步发展 。 同时 ， 要注重联动协同 ， 处

理好整个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

拉长长板 、 补齐短板 ， 发挥系统作为

整体的功能优势。

“集成” 具体来讲 ， 涵盖功能集

成、 创新集成、 治理集成。 谋划设计改

革时， 更加注重事物发展的全过程、 产

业发展的全链条、 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

期， “全流程” 发力 ， 从而放大改革

的综合效应。

浦东开发开放 ， 无疑是上海面向

未来必须打好的一张王牌 。 改革进入

攻坚期 ， 发展进入转型期 ， 就更要在

系统集成上下功夫 。 承担众多国家重

大战略任务的浦东 ， 如果能让经济 、

金融 、 贸易 、 航运 、 科创等各个功能

更充分联动起来 ， 把各方面重大政策

联动起来 ， 整片区域就有可能形成

更为强势的整体效应 ， 进而放大整

体优势。

当然 ， 推动改革落地的关键还是

要牵住 “牛鼻子”， 系统集成同样要有

首创性的突破 、 标志性的项目 。 开发

开放初期 ， 浦东坚持金融改革先行 ，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 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标志性金融项目在陆家嘴一落

地， “领头羊” 效应叠加上开放优势，

随即牵引源源不断的金融资源持续涌

入 。 短时间内 ， 这片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的核心承载区迅速崛起。

过去发展没有经验 ， 可以向发达

国家和地区学习借鉴 ； 今天我们碰到

的许多新问题 ， 就要自己想办法 、 出

主意 。 上海两会现场 ， 这样一个带有

“系统集成” 思路的问题被热议： 校门

口的停车难题 ， 有没有可能借助大数

据等分析方法 ， 在教育领域推出举措

来解决 ？ 治理数字化 ， 正是上海提出

的新目标之一 。 面对席卷而来的数字

化大潮 ， 这座城市率先迈步 ， 瞄准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

立志抢抓数字化发展先机 ， 系统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

想实现换道超车 ， 先人一步 ， 就

要敢于突破传统的路径依赖 、 冲破不

合时宜的观念束缚 ； 敢于走别人没走

过的路 ， 创世界和未来之新 。 在系统

集成上发力 ， 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改革 “牛鼻子”， 上海将全力跑出加速

度 、 增加显示度 ， 让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持续向上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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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五型经济”发展，全面落实“六稳”“六保”，全力
打响“四大品牌”，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2021 年，政
府的“钱袋子”将持续加大“节流”“挖潜”力度，集中财力
办大事，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资源聚焦于深
入实施国家和本市重大战略任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
薄弱环节上。 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指向性、精准性、有
效性。

透过 《关于上海市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市人大代表们发现，上海将紧紧围绕
新发展格局， 全面深化财税改革攻坚， 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保障。

82.6 亿元：安排市级重大科技专项，
推动产业向高端迈进

2021 年，上海将安排科技创新计划专项资金、市级
重大科技专项等 82.6 亿元，以此加快推进科技创新。

上海将加大对重大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和重要
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入力度，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

推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落户上海。 赋予科研机构和科研
人员更大的经费自主权，优化对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
器、大学科技园等财政支持政策。

今年，上海将开展产业链补链固链强链行动，加快发
展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命健康和时尚
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加快推进大飞机、特斯拉二期、国盛
生物医药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开工，通过统筹战略性新兴产
业、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信息化发展等领域财政专项资
金和各类政府投资基金 66.6亿元，促进提升产业能级。

这些资金将用于支持重点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提
升产业竞争力，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项目
建设等，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专项资金作用

按照中央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决策部署，上海将支持浦东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
平开放，全面落实国家重大税收支持政策，深化市场准
入“一业一证”等改革。 研究新一轮自贸试验区专项资金
政策，用于新一轮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方案，探索服务
贸易、商事争端解决、涉外法律服务等领域扩大开放。

在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将进一步完善
功能，“信息飞鱼” 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岛、 国际创新协同
区、 滴水湖金融湾等建设加快推进，“东方芯港”“生命蓝
湾”等特色园区加快打造。 同时，将发挥临港新片区专项
资金作用， 落实国家支持重点产业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和洋山国际船舶登记实施
退税政策，加快推进境外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精准实施。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将率先探索区域一体化体制创新 ,

?制形成先行启动区国土空间规划和江南水乡客厅城市设计方案，推进华为青
浦研发基地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设。将研究制定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财政专项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安排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财政专项
资金；支持长三角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工程等建设。

此外，将支持高标准高水平规划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进一步发挥国家绿
色发展基金的引导撬动作用，支持绿色基金公司开展项目投资，推动长江经济带
绿色低碳发展。继续安排经费保障好进博会顺利举办，落实进口环节税收免征政
策的常态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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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祝越 见习记者 王宛艺

■本报记者 张晓鸣
见习记者 王宛艺

协商不“休会”

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昨天上午举

行分组会议， 讨论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间

隙， 王景春、 张笑丁、 于秀芬等委员继

续 “协商”， 将关于法治思维的讨论引

向深入， 力争更广泛的共识。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影报道

人代会主席团五次会议举行
(上接第一版)

会议听取大会副秘书长燕爽作关于各代表团
审议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 计划报告和草
案、 预算报告和草案的情况汇报。

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委员戴柳作关于计划报告和草案、 预算报告和草
案的审查报告。

会议听取市政府文件起草组组长董建华作关
于市政府三个报告及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会议审议关于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 关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草案 ）、 关于计划的决议
（草案）、 关于预算的决议 （草案）， 决定提交各
代表团审议。

会议听取大会副秘书长郑健麟作关于各代表

团酝酿、 讨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委员候选人
和市人大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名单的情
况汇报， 决定正式候选人、 人选名单， 提请大会
选举、 表决。

会议审议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 （草案 ），

决定提请大会通过。

会议听取和审议大会副秘书长李碧影作关于
代表议案审查意见的报告。 大会共收到市人大代
表十人以上联名提出的议案 57 件。 经研究， 建
议将 53 件代表提出的议案交市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在大会闭会后审议并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另有 4 件代表
提出的议案， 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拟不
作为议案， 并与代表进行了沟通， 对符合代表建
议、 批评和意见要求的， 建议代表按照有关法规
规定改作建议、 批评和意见提出。 会议表决通过
报告。

市政协大会昨举行全体会议
(上接第一版)

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 总监票人、 监票人名
单。 经过投票选举， 增选虞丽娟、 吴信宝、 寿子
琪、 钱锋为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于秀芬、 王建军、 王新建、 邬惊雷、 许华芳、 杨
劲松、 邱小圳、 何继良、 陆卫东、 郑杨、 俞烈、

黄红、 章毅、 游闽键、 蔡允革、 瞿秋平为政协上
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议通过了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部分组成人员离任名单 。 方惠萍 、 王志

雄、 徐逸波因任职年龄到限 ， 请辞市政协副主
席， 会议对他们为推动统一战线事业和人民政协
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 马建勋、 王
国平、 方莉萍 、 朱小超 、 刘伟 、 江小民 、 肖堃
涛 、 张道根 、 赵丹妮 、 侯维栋 、 姜海涛 、 秦文
君、 徐海鹰、 盖国平、 滕俊杰因工作岗位变动等
原因， 请辞市政协常务委员， 会议对他们为市政
协工作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

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张恩迪、 李逸平、 金
兴明、 黄震出席。

牛劲十足！
90岁画坛名家汪观清以大型铜雕牛贺新春

(上接第一版)

汪观清此次创作的铜雕 《金牛迎春 》， 是
一头遒劲的牛 ， 一对牛角像拉满的弓箭 ， 威
武有力 。 气宇轩昂间 ， 饱含着中国笔墨的精
气神———艺术家特意不讲究以西法的结构 、

质感等细节来雕琢形象 ， 而尝试将中国传统
绘画观念中简洁写意的表现方法用于立体塑
造。 这头牛的原型， 来自汪观清上世纪 80 年
代的一幅旧作， 笔墨酣畅， 生动洒脱。 他说，

历经极不平凡的庚子鼠年 ， 新的一年 ， 全国
人民都格外需要十足的牛劲 、 冲天的牛气 。

这件铜雕结束在上海的展出后， 将捐赠给汪观
清家乡安徽歙县， 永久伫立在汪观清新安艺术
馆前的广场上。

钟情于牛的汪观清告诉记者： “与我感情
深厚的母亲正是属牛的 ， 她这一辈子勤勤恳
恳、 任劳任怨， 也总让我想起牛的形象。” 汪
观清的家乡， 在黄山脚下、 新安江边。 纵然这
里美得像一幅水墨画， 可留守在村子里、 撑起
整个家庭的几乎都是女人。 “我的母亲就是这
样淳朴又善良的传统农村妇女， 直到 80 多岁
还在地里干活。” 画起牛， 他总情不自禁将对
母亲的情感融入笔端。

汪观清与牛 ， 还有过一段甘苦自知的岁
月。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 汪观清曾深入安徽
的练江牧场长达两年 ， 当时他边劳动边辅导

知识青年美术创作 ， 由此有了大量与牛相处
的机会。 观察各种牛的身体结构、 举止神态 ，

他画了许多写生 。 当这些都深深印刻在脑海
里 ， 他日后蜚声画坛的牛画也渐渐有了坚实
的生活基础。

画牛令他“放飞自我”，却由
此收获国画技法上的创新

虽然牛画得很 “牛”， 汪观清早年闻名画
坛 ， 凭的其实是在连环画创作上的深耕 。 自

1952 年出版第一本连环画 《爱情 》 起 ， 约 30

年里他总共创作了 70 多本、 一万多幅连环画，

其中摘得第二届全国连环画创作评奖绘画二等
奖的 《红日》 再版过九次， 总发行量近两百万
册。 当时与他一同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专
职画家的， 还有顾炳鑫、 程十发、 刘旦宅、 贺
友直等， 都是画坛响当当的名字。

从 《上甘岭 》 《雷锋 》 《南京路上好八
连》， 到 《从奴隶到将军》 《斯巴达克》 《鸡
毛飞上天 》， 汪观清的连环画多为工笔白描 ，

一笔一画讲究具象、 严谨。 “画连环画人物 ，

笔是紧的； 画起牛来， 却格外松弛， 想怎么画
就怎么画。” 画牛让他享受着 “放飞自我”， 成
为他闲来怡情的一种方式。

不知不觉中， 牛 “引” 着汪观清投入到真
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创作中， 笔墨愈见潇洒、 精
到， 随之而来的技法创新水到渠成。 通过钻研
“永” 字八法， 他尝试着用书法笔法把牛 “写”

出来。 渐渐地， 仅用毛笔蘸上一笔墨， 就能将
一头牛 “写” 得栩栩如生， 一气呵成。 这些牛
有着各异的姿态， 变化均来自运笔的枯、 湿 、

浓、 淡、 快慢、 粗细。

从牛入手 ， 汪观清像是打通了国画艺术
的 “任督二脉”。 他进而将 “写” 牛的娴熟技
法运用到 “写 ” 人物 、 “写 ” 山水上 ， 由此
开辟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 2010 年世博会期
间， 一幅长达 66 米的 《梦里徽州———新安江
风情图 》 就是汪观清为画坛呈上的惊喜 ， 长
卷总共画了千余个人物 、 几十处楼台名胜 、

百余个风俗故事。

在汪观清的创作生涯中， 牛或许不是最浓
墨重彩的那一笔， 但定是画龙点睛的那一笔 。

画如其人， 以老黄牛之姿耕耘、 冲锋于画坛的
他， 也早与笔下的牛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就在
前不久， 汪观清主动请缨担任艺术指导的 “热
血铸春秋 浩气贯日月———党史上著名先烈英
模人物国画作品展” 亮相上海龙现代美术馆 。

他振臂一呼， 组织申城 20 多位擅长人物画的
国画名家参与创作， 自己也倾心为抗疫英雄钟
南山 “画像”， 绘就共克时艰的决心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