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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辰

跨年夜，外滩滨水区客流虽

大，但始终秩序井然。安全有序

背后，是上海公安部门依托“科

技+人力”，实时掌握景区客流微

观和趋势变化，主动防范化解大

客流风险隐患。

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和卓越

心，渗透在上海城市治理的方方面

面，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据第三方调查显示，

2021年度上海公众安全感和公安

工作满意度两项数据连续第九年实

现“双提升”。去年以来，市公安

局在“治未病、防未然”上下功

夫，防范成体系、安全有韧性，进

一步丰富平安城市内涵。

精细化排查隐患
去年案件接报数

同比下降近20%

大型车辆在路口右转弯时先停

车，确保安全再起步，已成为上海

交通新规则。为消除大型车辆右转

盲区引发的“包饺子”交通隐患，

上海交警部门在事故易发路口设置

机非隔离墩，提示途经的大型车辆

右转弯时必须停车，并设置“电子

警察”对违法行为进行抓拍。试点

至今，全市大型货车“包饺子”交

通事故数同比下降57.9%。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问

题，上海公安机关会同消防、房屋

管理等部门，以新建改建集中充电

场所、推广智能梯控系统等举措，

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2021

年，全市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

事故环比下降9.2%。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依托社

区警务融入基层治理的优势条件，

努力将面广量大的“小风险、小隐

患”发现在基层、消除在萌芽。

2021年，全市违法犯罪案件接报

数同比下降19.9%，社会治安持

续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稳步

增强。

精准化打击犯罪
去年网络诈骗犯

罪人员抓获数同比上
升122.4%

城市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

的平安环境。上海公安机关建立

“分类统筹集约”精准打击整治体

系，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砺剑”系

列专项行动，集中攻克突出社会治

安问题。

▼ 下转第六版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由中共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坚持和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一

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

正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

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要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就要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监

督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

地位，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

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

“组合拳”。

▼ 下转第三版

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习近平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本报讯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

长龚正昨天会见了第十届上海市“慈善之星”

集体和个人代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获得表

彰的“慈善之星”表示祝贺，向热心慈善事业

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市领导向大家致以亲切问候。李强在

与“慈善之星”交流时说，慈善是人人可为的

善举、大有可为的事业、城市精神品格的体

现。举办28年的“蓝天下的至爱”活动已经

成为动员全社会参与慈善公益的重要平台、

上海人民城市建设的闪亮名片。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帮助他人、快乐自己，正是因为有

像大家这样热心公益、倾力奉献的爱心人

士，上海这座城市让人感到倍加温暖。你们

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我们要大力弘扬你们

的事迹和精神，引领人们崇善、行善、向善。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持续投身公益、奉献爱

心，把关心关爱更多投向需要帮助的人们尤

其是那些连反映自身困难能力也没有的对

象，引领带动更多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

共同携手建设人人都能感受温度、处处涌动

暖流的人民城市，更好彰显城市精神品格，

提升城市软实力，谱写“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新篇章。

市领导诸葛宇杰、彭沉雷，市慈善基金会

名誉理事长陈铁迪、荣誉理事长冯国勤、理事

长钟燕群等参加会见。

李强：慈善是人人可为的善举、大有可为的事业、城市精神品格的体现

引领带动更多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
与龚正会见第十届上海市“慈善之星”集体和个人代表，向大家致以亲切问候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上海部分

天桥因建造年代比较久远，没有设置无障

碍设施，原来是为行人过街提供便利的设

施，逐渐演变成“过街难题”。记者昨天

从市交通委获悉，全市38座天桥无障碍

化改造工作已列入市、区两级政府的工作

计划，首批14座天桥改造工程近期集中

启动。

根据计划，38座人行天桥预计将于今

年12月3日国际助残日前安装完垂直人行

电梯，后续将实现建设到养护的无缝隙管

理，确保惠及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日常出行需

求，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

的暖意、惬意和诗意。

改造工程“一梯一方案”

综观全市，需加装电梯的天桥基本位

于市中心，周边道路狭窄、场地空间有限，

有的还涉及管线保护搬迁、需占用公共绿

化用地等。因此，人行天桥加装电梯工程

基本都采取“一梯一方案”。

延安路凯旋路人行天桥跨越延安西路，

钢箱梁柱式结构。新增4部垂直电梯，西北

象限选点人行梯道北侧绿化带内，东北象限

选点东侧贴近绿化带边界人行道处，西南象

限选点天桥东侧人行道处，东南象限选点拆

除东侧东西向人行梯道并在原位加装。

重庆南路天桥地处商旅核心区域，道路

下的煤气、排水管线非常密集，又紧邻瑞金

医院卢湾分院，医院一侧人行道狭隘，给电

梯加装带来不少困难。后经与绿化部门协

调，在天桥西侧的玉兰园绿地广场找到建垂

直电梯的空间，再用连廊连起来。天桥东侧

则拆了一个角。同时，电梯井外立面以垂直

绿化、灯光等进行装饰，达到景观提升效果。

人行天桥加梯“应装尽装”

天桥加梯对上海来说尚属首次，无现成

标准可用。作为天桥管理养护的行业主管

部门，市交通委边试点、边摸索、边实践。

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市交通委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充分听取相关专家和市人大代

表的意见建议，于去年7月牵头编制完成全

国首份针对天桥加装电梯的行业指导文件

《道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技术导则》，从总体

要求、加装原则、技术要求到日常运维等，涵

盖人行天桥电梯从设计、建造到运维的“全

生命周期”。根据《技术导则》，市交通委进

一步明确了道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应装尽

装”，重点聚焦中心城区、交通枢纽周边、大

型医院周边、主要商业区和大型居住区等重

点区域的天桥，并同步考虑无障碍出行需

求，全市需加装电梯的天桥共计38座。

市交通委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市绿化市容局、市道路运输局等七部门联合

出台《关于道路人行天桥加装升降电梯和无

障碍环境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推进

机制，简化审批流程，形成天桥电梯的长效

管理机制，进一步拓展社会效益，打造无障

碍交通出行样板示范。

 刊第二版菜场超市、生鲜平台、批发市场等保供企业已制定周密预案

上海为市民春节“菜篮子”早早准备

上海首批14座人行天桥加梯工程集中启动
全部38座今年国际助残日之前完成改造

■本报记者 张晓鸣

公
众
安
全
感
和
公
安
工
作
满
意
度
连
续
第
九
年
﹃
双
提
升
﹄—

—

上
海
用
﹃
科
技+

人
力
﹄
打
造
安
全
韧
性
之
城

冷空气今夜抵沪
周三气温跌至冰点

申城600米高空昨现今年第一场雪

 刊第二版

林冲（荷兰）《上海欢乐夜》。

■近日亮相的《世界会客厅阳台风景》画
展引人关注，集结40多位中外画家描绘上
海的80余件作品

新年“会客”，在艺术“阳台”
瞭望魅力独具的上海

 刊第五版

昨晚，冬奥题材电视剧《超越》在央视一套与三大视频平台开播。作品聚焦短道速滑运动，用双时空叙事，围绕山东与黑龙江两代

运动员的命运，讲述他们从地方队到国家队、从“野冰场”到奥运赛场为国争光的一路拼搏、一路超越。 制图：李洁

转版导读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黑龙江省体工

队门口锣鼓喧天，人们热情欢迎在国际比赛

上摘金凯旋的速度滑冰运动员们。一名孕妇

推着自行车穿过人群，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她是短道速滑教练吴庆红。相比中国的“大

道”选手在上世纪60年代便收获了世锦赛金

牌，彼时的中国短道只是个“小学生”。

昨晚，冬奥题材电视剧《超越》在央视

一套与三大视频平台开播。作为“我们的

新时代”主题电视剧重点项目，《超越》由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出题并指导，上海广播电

视台、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上海柠萌影视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张晓波为导演，李嘉

任总编剧，李庚希、胡军、沙溢、涂松岩领衔

主演。作品聚焦短道速滑运动，用双时空叙

事，围绕山东与黑龙江两代运动员的命运，

讲述他们从地方队到国家队、从“野冰场”到

奥运赛场为国争光的一路拼搏、一路超越。

第一集第一个镜头，电视剧就带观众重

返中国短道速滑运动蓄势待发的时光。而

在始于2014年的新时代故事线里，少女陈

冕也踏上了逐梦之路。两代运动员、三代短

道速滑人，即将交付他们各自的五年、十年、

乃至数十年磨一剑。

从东北“野冰场”到走进山
海关，冰雪运动发展轨迹显影

郑凯新与陈冕，2014年的他们缔结师

徒缘分。而在过去的与现在的两条时空线

里，他们又是刚刚叩开专业短道速滑世界

的同龄人。《超越》的开篇，1989年冬天

与2014年夏天的故事交替进行，中国短

道速滑、中国冰雪运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进程，在电视剧里逐渐显影。

旧时空定位黑龙江省短道速滑队初创

的年代。那会儿，短道速滑刚在1988年的

卡尔加里冬奥会上被列为表演项目，短道

在中国也才兴起了七八年光景。队里好苗

子不多，故事里的吴庆红教练另辟蹊径。

她来到冰封的松花江上摆摊“有奖滑冰”，

谁能在30秒内滑完两圈，就能得到一台进

口Walkman作为奖品。 ▼ 下转第三版

冬奥题材电视剧《超越》开播
回望数十年磨一剑的起点

讲述几代中国短道速滑人为国争光的一路拼搏一路超越

■本报记者 王彦

无论竞技观念如何更
迭，经历一番寒彻骨的拼搏
精神从未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