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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储舒婷

“一点一方案”保障清明道路交通良好秩序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记者昨天获悉，

为确保清明期间本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各祭扫场所、 旅游景点及周边道路秩序良
好，上海公安交警将全力做好 2021 年清明
期间道路交通管理工作。

根据市民政局预测，受到全国疫情防
控形势总体好转等因素的影响，今年祭扫
人流 、车辆相较去年将有明显回升 ，分别
达到 448 万人次、69 万辆车次， 接近往年
水平。 同时，受气温回暖、疫情稳控因素的
影响，高峰日可能还将迎来一波短途踏青
高峰。

本市交警部门将结合今年清明祭扫交

通管理工作的特点， 提前与辖区殡仪馆、

公墓、骨灰堂等单位以及旅游景点管理单
位联系沟通， 及时了解高峰日预约落葬、

预约现场祭扫人流以及踏青客流情况，评
估、预判交通态势，并形成交通管理“一点
一方案”。

针对今年部分公墓清明祭扫轨交短驳
车线路恢复的情况， 科学制定短驳车站点
及周边交通秩序管控方案。 针对可能出现
“大客流”“大车流”等情况，细化制定设岗
布警方案，提升现场管控效能。细化制定辖
区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单位以及旅游景
点周边道路交通组织方案， 适时开辟道路

停车点，增设临时引导标志，规范祭扫、踏
青车辆停车秩序。 协调殡仪馆、公墓、骨灰
堂等单位科学设置“测温点”并配足测温人
员，防止引发门前车辆滞留。

同时 ， 针对 3 月 27 日 、28 日 ，4 月 3

日、4 日、5 日可能出现的祭扫、 踏青高峰，

对 S2 沪芦高速 、S4 沪金高速 、S5 沪嘉高
速、G50 沪渝高速、G1503 ?环线、 华夏高
架、朱枫公路、沪南公路、嘉松北路、唐陆路
等易拥堵点以及辖区殡葬服务场所、 旅游
景点及周边区域实施“视频巡控”，及时发
现道路通行不畅情况并调集力量开展排堵
缓堵。

“云祭扫”升级，无烟墓园有了新注解
清明高峰日预约214.37万人次，在传统线下祭扫延续的同时———

又到一年清明时。 今天是今年清明祭
扫季的首个祭扫高峰日。 根据相关规定，

上海各大公墓实行 “延长周期 、 错峰引
导、 高峰预约”。 市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 截至昨天 16 时， 全市 54 家经营性公
墓 （骨灰堂） 5 个高峰日实际预约 214.37

万人次， 预约额度仍有余量。

为满足市民需求， 今年清明期间， 本
市将采取适当延长祭扫周期、 增加高峰日
预约名额等举措。 传统线下祭扫方式延续
的同时， 包括 “云祭扫”、 代客祭扫等新
兴方式也正迎来 “升级改造”。

“我们正联合高校研究机构， 积极酝
酿 ‘云祭扫’ 平台的 2.0 版 。” 市民政局
殡葬管理处处长黄一飞说， 本市各公墓目
前探索的 “云祭扫” 服务， 仅能为市民提
供简单选择 ， 包括寄语 、 献花等 。 他希
望， 通过升级改造现有平台， 能让更多凡
人故事被人知晓。 普通人的一生或许默默
无闻， 但在其漫长的人生轨迹中， 也必有
过感人的故事， “我们悼念先人， 不仅要
有墓碑， 更要回顾了解他们的故事， 倡导
一种生命文化”。

就在昨天， 福寿园在现有 “云祭扫”

“云祈福” 等服务基础上， 全新推出 “云
纪念” 平台， 集致敬先烈、 缅怀先贤、 追
思亲恩及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 市民可以
通过搜索关注 “云上纪念” 微信公众号，

点击底部菜单 “云纪念” 进入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 “云纪念” 平台结合
现实需求打造出了多个全新应用场景， 其

中就有颇受欢迎的 “家族纪念馆”。 人们
可以在平台上自行创建专属家族纪念馆，

再添加先人生平描述、 上传照片， 并与实
际墓园位置进行绑定。

“这是为了让散居各地的亲人更方
便地悼念先人。” 上海福寿云生命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浩说 ， 借由这一平
台 ， 人们可以超越物理 、 时间的限制 ，

为逝者点烛 、 献花 、 留言 ， 甚至还可以
让墓园的代扫人员将心意送到远方亲友墓
碑前。

为了帮助更多人留住丰富的生命经

历， 纪念馆还提供撰写人生回忆录、 制作回
忆相册等服务。 下一步， 结合前期调研， 该
平台还将陆续推出老照片修复 、 人生微电
影、 时空信箱等特色功能， 以生动形式实现
跨时空传递情感。

作为本市规模最大的经营性公墓之一，

松鹤墓园也计划升级现有的 “云祭扫 ” 平
台， 让更多有需求的人 “解锁” 远程祭扫的
更多可能。 此外， 在代客祭扫方面， 该墓园
今年推出 6 种套餐， 价格从最基础的 35 元
起步， 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过去我们一
直注重传统祭扫服务， 如今也开始留意到更

多新需求， 希望能不断改进完善帮助到更多
人。” 松鹤墓园工作人员徐卫青说。

在不少学者看来， “云祭扫” 等方式的
诞生和兴起， 不只是疫情防控下的 “紧急选
择”， 它们让更多人看到了缅怀先人的全新
方式 ， 同时也让上海探索多年的 “无烟墓
园” 有了实质性进展。

自去年开始， 上海全面推进实施 “无烟
墓园 ”。 黄一飞表示 ， 其契机正是 “云祭
扫”、 代客祭扫等兴起， “对于亲人先人的
追忆不必拘泥于传统方式， 更重要的是传承
弘扬慎终追远的文化美德”。

■本报驻临港记者 祝越

上海交大医学院师生有序接种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扎实推进调研提升参政咨询效能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2021 年市政府参事工作会议日前举

行。会议总结去年以来参事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参政咨询工作
重点，并表彰 2020 年度参事参政咨询工作先进个人。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市政府参事室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
中心工作，积极发挥参政咨询、建言献策等职能作用，高质量完
成市委、 市政府交办的重点调研任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上海市政府参事室成立 70 周年。 聚焦实施三项
重大任务、强化“四大功能”、建设“五个新城”、推动城市数字化
转型等重大战略任务， 市政府参事室将从紧迫的现实问题和长
远的战略问题中找准切入点、 选准突破口， 扎实推进调研， 提
升参政咨询效能。

副市长陈群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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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驻临港记者祝越）“新发展 新
格局 新起点———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临
港新片区发展专题研讨会”昨天举行 。 临港
新片区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揭牌 ， 《关于着
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促进临港新片区企
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同时发布 ，这标
志着新片区金融服务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迈上新台阶 。

临港新片区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的主要功
能是培育优质拟上市企业， 服务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及规范运作， 为新片区企业对接资本
市场提供全方位、个性化、高效率的服务。 基
地的成立， 将有效加速金融资本与新片区重
点产业的融合对接， 充分发挥金融业在服务
实体经济中的作用， 为拟上市和已上市企业
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支持更多企业利用多层
次资本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

揭牌仪式后，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联合上
海证监局、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实施
意见》，聚焦四个方面：一是不断完善工作机
制，通过统筹规划和部门协同，形成新片区服
务企业上市工作体系； 二是加大企业孵化培
育力度， 通过充分挖掘和加快培育企业上市
资源，促进新片区企业快速发展；三是支持企
业改制挂牌上市，对企业上市挂牌分类别、分
阶段给予不同奖励； 四是持续优化基础发展
环境，通过加大企业支持服务力度，激发企业
发展活力，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临港新片区揭牌以来， 管委会迅速出台
金融发展扶持政策，加快集聚优质金融资源，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大批企业项目纷至沓
来， 去年完成签约落地的科技创新和高新产
业重点项目 105 个、涉及投资额 1918 亿元。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与贸易处处长张
晓阳表示，《实施意见》 的出台旨在紧抓资本
市场全面推进注册制重大发展机遇， 发挥资
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 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
平循环的枢纽作用， 推动形成一批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拥有核心竞争力、符合产业导向的
龙头骨干企业。

鼓励共筑防护墙，高校师生积极接种疫苗
上海教育系统已完成疫苗接种44.48万余剂次

“一接到学校通知，我就马上报名了，一
点也不疼。 ”昨天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基础医学专业研一学生浦炳春接种完第一针
新冠疫苗后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医学生，自己
十分明白注射疫苗对预防感染的重要性，希
望接种后能带给身边的人更多积极的反馈，

鼓励更多人共筑阻隔病毒传播的防护墙。

目前，上海市、区教育部门及各高校正稳
妥有序推进高校师生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截至 3 月 25 日 12 时， 上海市教育系统共完
成疫苗接种 44.48 万余剂次。

上海交大医学院和上海财经大学部分师
生昨天分别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 上海市公
共卫生学校接种疫苗。上午九点半，上海交大
医学院的师生们根据预约时间抵达瑞金医院
卢湾分院接种点， 凭预约码有序排队进入预
检处，由护士告知注意事项后，填写疫苗接种
知情同意书。 随后， 大家在医护人员的指引
下，分批次进入接种室，再次由护士核验身份
并提醒注意事项后完成疫苗注射。据观察，现
场每名学生人均仅用时十多分钟， 就顺利完
成了疫苗注射， 随后进入留观室进行半小时
的医学观察。

谈及疫苗接种， 上海交大医学院研究生
辅导员丁毅仁说 ：“在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日
子，我的同事、曾经教过的学生们纷纷逆行抗
疫。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我们师生一起
接种，为防控工作尽绵薄之力。 ”截至 3 月 24

日，上海交大医学院已有 7210 名师生完成了
第一轮疫苗接种。 该校医学管理处处长邵新
华表示，目前，分散在各个校区、各大附属医
院实习的学生，也正陆续就近接种疫苗。

在上海公共卫生学校接种点，上海财经大
学法学院部分学生昨天乘专车前来。 学校还
贴心地为每个学生准备了一袋早餐和一瓶饮
用水。大一学生刘沣铖告诉记者，学校事先已
进行了很多疫苗科普宣传， 他身边也有很多
同学已经完成了接种。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许涛也在现场陪同学生留观，“我们充分信任
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医疗机构的专业， 截至3

月25日，上海财经大学7400多名师生已完成
接种”。

为保障高校师生员工的健康安全， 本市
教育系统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
防控要求，细化工作措施，强化协作配合，加
强科普宣教。 下一步，市、区教育部门及各高
校将进一步有序推进本市教育系统师生员工
疫苗登记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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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片区打造“国际数字之都”示范先行区
发布数字化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11项重点发展指标

将汽车驶入预设的停车平台，系统
自动分配机器人将汽车运至指定停车
位上， 停车及取车时间平均不超过180

秒……临港科技城首发项目创新晶体
园区内，自动停车AGV系统已启动试运
营，而这一系统在测试成熟后将应用在
一街之隔的世界顶尖科学家社区内。

承载国家战略的临港新片区昨天
发布数字化发展“十四五”规划，共提
出11项重点发展指标， 涵盖数字基础
设施、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数字生活新
空间、数字政务服务能力等多个领域。

临港新片区在将目标定位为全球领先
的国际数据港，以及上海“国际数字之
都”示范先行区的同时，也规划了数字
美好生活与数字经济发展相互融合的
美好蓝图。

全面赋能的未来之城
有多样的数字畅想空间

根据规划，新片区将新建10个“新

型智慧社区”和“数字孪生园区”示范，在
数字政务服务能力与创新水平方面将建
立20个“人工智能+一网通办”应用场景以
及15个数字化风险防控应用场景，还将建
立30个城市数字治理应用场景。

就在十天前，临港科技城公司与星逻
人工智能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就园区数字
化无人机签约，标志着临港新片区率先开
展无人机运营管理和智能监控。无人机的
多领域运用，不仅合理规划了临港地区低
空空域资源，探索更多的低空数字化应用
场景，还能转换无人机技术的生产力为社
会服务。

“数字经济提供有效供给，数字生活
和城市治理则提供更多场景诉求。” 作为
此次规划的牵头人之一，新片区智慧城市
研究员王亮说，全面赋能的未来之城有多
样的数字畅想空间，新建社区中将预埋数
字物流、数字交通、自动泊车等关键技术；

在新建工厂和园区中，智能化成为必不可
少的元素；在新建道路上，智慧出行系统
为将来的智能车提供更佳路径。

将先行先试数据跨境
便捷流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总体方案》支持临港新片区以“五

自由、一便利”为重点，打造更具国际市
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其中“一便利”指的是信息快捷联通，临
港新片区“信息飞鱼”全球数字经济创新
岛将先行先试数据跨境便捷流动。

“十四五” 时期， 这里将推动10个标
志性企业率先实现跨境数据流通试点，

汇聚100家数据及智能领域头部企业， 带
动引领100个跨境数据交互的示范应用项
目实施， 数字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为了加快建成全球领先的国际数据
港， 临港新片区正加强数据安全风险防
范， 加快数字产业有序开放。 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制度创新与风险防控处副处长
施晓蕾介绍， 新片区正探索先行先试数
据跨境流通制度， 研究制定数据跨境流
通相关规章制度和操作办法， 探索数据
分类管理和 “一行业一清单” 的正面清
单模式， 争取率先在智能网联汽车和车
联网领域进行试点， 并逐步探索形成N

个领域的正面清单， 确保数据跨境流动
可管可控。

此外， 临港新片区正建设国际互联
网数据专用通道、 功能型数据中心等一
批新型基础设施， 规范企业数据跨境流
通通道和跨境流通数据存储。 数据跨境
流通公共服务平台也将作为新片区一体
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的子模块， 实现数
据跨境传输行为可监控、 可追溯。

上海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占悦）昨天，市总工会、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

信息化委、市商务委、市教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市场监
管局、市国资委等八部门联合启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海职工劳
动和技能竞赛”。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布置竞赛工作。

竞赛将持续 3 年，重点聚焦持续深化“五个中心”建设、浦东
高水平改革开放等七方面内容， 引导各行各业企业和职工踊跃
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在“十四五”规划开展的新征程上勇当
主力军。

陈寅强调， 要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开展职工劳动
和技能竞赛的重要意义。紧紧围绕竞赛主题找准切入点，积极融
入和服务“十四五”发展，进一步加强职工技能提升和服务保障，

聚焦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任务、聚焦增强职工创新创造活力、聚
焦提升职工队伍技能素质、聚焦加强职工群众服务保障。要加强
协同联动，着力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社会风尚。

鸟瞰创晶科技中心。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