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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7月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共同使

命与行动价值”智库媒体高端论坛致

贺信。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和世纪疫情叠加，全球经济复苏脆弱

乏力，南北发展鸿沟进一步拉大，世界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促进全球发展

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

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中国愿同

世界各国一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持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推动将发展置于国际优先议程，

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

的全球发展。

“全球发展：共同使命与行动价

值”智库媒体高端论坛当日在北京举

行，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社

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承办。

推动将发展置于国际优先议程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共同使命与
行动价值”智库媒体高端论坛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祝越）市政协昨天召开十三届八十五次主
席会议，传达全国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精神，审议2022年主

席会议成员重点协商办理提案专题等议题。市政协主席董云

虎主持。 ▼ 下转第五版

市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董云虎主持

形成10个重点协商办理提案专题

■文汇时评

充分释放
上海城市经济的结构红利

——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系列评论之六

 刊第二版

本报讯 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昨天下午召

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湖北武汉考察时关于疫情

防控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我

市落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方案（第九版）》有关情况

汇报，研究部署近期常态化疫

情防控重点工作。市委书记、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刻认识

“动态清零”总方针的科学

性，深刻认识夯实基层基础的紧迫性，深刻认识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坚决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到具体实践中。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

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全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全力夯实社区疫情防控共同体，拿出超常规的思路和行动，

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努力做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第九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

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要

压实防控责任，做实管理闭环，一刻也不放松地守住国门、

城门。隔离点管理必须细化责任、严丝合缝，隔离场所的设

置规范、各个环节管理要求、工作人员系统培训必须落实到

位。加强对来沪返沪人员的排查，加快与兄弟省区市之间的

协查，更加精准识别风险、快速处置风险。要坚决管好重点

场所，压实“四方责任”，严格落实员工核酸检测频次和各

项日常防控措施，更好发挥“场所码”“数字哨兵”作用，

确保应扫尽扫。要持续筑牢社区防线，补齐短板漏洞，完善

防控体系，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完善社区治理机制，配足

配齐社区防控力量。切实加强舆论引导，不断完善新闻发布

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全力以赴做好高考中考疫情防控

工作，确保考试安全、考生安心。

相关市领导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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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深刻认识“动态
清零”总方针的科学
性，深刻认识夯实基
层基础的紧迫性，深
刻认识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
殊重要性，坚决把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到
具体实践中。毫不动
摇坚持党中央确定的
疫情防控方针政策，
全面构建基层社会治
理新格局，全力夯实
社区疫情防控共同
体，拿出超常规的思
路和行动，坚决巩固
来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努力做到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
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 要全面贯彻落
实第九版新冠肺炎防
控方案，克服麻痹思
想、厌战情绪、松劲心
态，毫不放松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抓实
抓细“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各项工作

连日来，闵行区某小区物业管理处负责

人蔡先生有点焦虑，接到的居民来电几乎指

向同一种不满——“堂食都开放了，餐饮外

卖为何还不能送上门？”

本市这两天连续高温，快递特别是餐饮

外卖在小区大门外的货架上放置半小时，几

乎等同于“蒸烤”，很容易变质……蔡先生完

全理解居民们的情绪，但街镇没有明确指

令，居委会不敢“拍胸脯”，作为物业他也难

擅自作主允许外卖送上门。

当下，快递和外卖究竟能否送货进小

区？昨天，记者探访沪上多个小区，发现蔡

先生的窘境并非个例。渐渐恢复如常的当

下，对于快递员、外卖骑手能否进入小区配

送，街镇、社区各有手势。那些只允许物品、

食品放在门口的小区，丢件、人员聚集等情

况时有发生；尤其随着天气转热，外卖在户

外的“保质期”大为缩短，这些都成为居民不

满情绪的来由。

一面是人们期盼的如常，一面是常态化

疫情防控下的规定，如何在两者间取得平

衡？如何在如常回归的过程中，统筹考虑并

妥善解决群众的点滴不满？这或许需要各

方主动跨前一步，更考验着基层治理“最后

一公里”的精细化与人性化。

没有明确许可，只能“担着”抱怨

昨天上午，家住闵行区七宝镇的尹艾娟

阿姨通过网络点选外卖，配送时间选在了傍

晚，因为快递和外卖不能进小区，居民们也

就达成“共识”：尽量到日头不晒的时候下楼

去拿。

这样的“共识”也很无奈。“天气热起来

了，越来越多居民向我们反映快递、外卖不

能送到家的问题。”居委会王主任这样说。

因为没有得到明确许可，不少居民区

班子和物业必须兜住大家的抱怨。

蔡先生说曾多次上报该问题，但得到

这样的答复：“相关部门强制规定食物性外

卖不能送上门，外卖员跑的地方多，有安

全隐患。”他说，“我特别能理解居民，但

他们来抱怨甚至责骂，只好担着。现在

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呼吁大家尽快下楼

来取。”

相似的压力，也写在普陀区宜川街道

某小区保安队马队长的脸上。快递、外卖

进不了小区，“居民时有丢件发生，我们天

天挨骂”。为了减少丢件，保安队充当起了

转送员，把没有及时取走的快递放到小区

各楼栋大厅置物架上。

融通做法，让大件和鲜奶先上门

“怎么办”是一道考题，考的是基层治理

者对防控要求和民意的两全。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有那么一些基层

管理者，在遵守规定的同时，也想出了融通

的办法。

比如，宜川街道某小区相关负责人在具

体执行过程中创造了一定的灵活性。

▼ 下转第三版

如常回归中统筹落实防疫举措和妥善解决群众诉求，需要各方主动跨前一步

外卖进小区“最后100米”能否合规又合情？

■本报记者 苏展

就在7月1日当天，徐汇区长桥街道邓

家塘地块启动旧改征收签约。该地块面积

398平方米，涉及居民4证5户，在册人员12

人，当天签约率即达100%。“本以为踮着脚

尖都轮不上旧改，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指望搬

新家了！”居民的欣喜藏也藏不住。

今年6月以来，全市层面，中心城区成片

二级旧里以下旧改征收正加快啃硬收尾，与

此同时，零星地块旧改也全面提速。

7月刚开了个头，短短几天内，徐汇区徐

家汇街道淮海西路333-337号地块即将启

动签约，瞿溪路1385号等5个已完成一轮征

询的旧改地块，适时启动二轮征询，全区将

全力推进零星旧改“一年决战”工作。而近

期全面收官二级旧里以下改造的虹口区，随

即召开零星地块旧改推进工作会，力争明年

年底前完成所有零星旧改；黄浦区明确力争

在7月底前完成最后1.1万户成片二级旧里

以下征收，并引入更多市场机制推动零星地

块旧改；静安区多措并举，有序实施6幅以上

零星地块旧改，其中4幅地块已完成一轮征

询；杨浦区今年将全面完成零星地块600户、

1.1万平方米的旧改。

想方设法、因地制宜、群策群力、人民参

与，目标直指——历史性解决成片二级以下

旧改这一困扰上海多年的民生难题。同时

通过全面推进零星旧改，让更多人彻底改善

居住品质，生活水平尽快得到新的提升。

算好大账、长远账、民心账

截至目前，中心城区有零星二级旧里以

下房屋43万平方米，涉及1.5万户居民，集中

在黄浦、虹口、杨浦、静安等区。

零星地块，可谓城市建设用地的“边角

料”，面积小且分散，没有太大商业价值，各

方一度对此开发积极性不高，且资金筹措相

对更为困难，成为旧改征收中的一大难点。

只要有利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再

难也要想办法解决，再难也能想到办法解

决。如何算好大账，算好长远账，更算好民

心账？零星旧改，无疑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

门面前的一道现实考题。

一方面，市旧改办明确：将千方百计筹

措资金，减轻改造压力。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市房屋管理局正细化完善旧住房成套

改造配套政策措施，拟通过项目试点，先行

先试，完善制度。

同时，在区级层面，各区结合自身实

际，总结、利用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改造中

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推进零星旧改打下

基础。

“像黄浦区这样的成熟城区，旧改越是

深入推进，越应该成为一种综合效应的体

现，包括民生设施、配套服务、生态景观

等各方面。”黄浦区委书记杲云介绍，2018

年以来，黄浦区实行“市区联手、政企合

作、以区为主”的旧改模式，一定程度上

破解了资金筹措等难题，为旧改提速提供

了机制保障。这样一种有效的机制，也有

望沿用至推动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改造，将

探索更多创新方式，让各方积极性活跃起

来，减轻零星地块改造资金压力，增进百

姓福祉，推动城市更新。

“旧改没有停一停、缓一缓。”虹口区旧

改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说，本月中下旬，虹口

区两个零星地块将启动旧改前期工作，下一

步将继续推动“组团打包”等创新模式，多措

并举，盘活资金和资源，帮助更多居民尽早

圆上安居梦。

▼ 下转第三版

因地制宜群策群力，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再难也能想到办法解决

上海发力零星旧改，“边角料”撬动“大民生”
■本报记者 顾一琼 单颖文

上海步入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之

后，新设企业数量迎来一波快速反弹。天

眼查提供给本报的一份独家数据显示，6

月上海新增企业超过3.5万家，达到3.56

万家，几乎与3月的新设企业数量持平。

市场主体是稳定经济基本盘的重要基

础，稳企业就是稳预期、稳未来。无论是6

月上海新设企业数据的强势反弹，还是上

半年投融资数量的平稳发展，都显示出上

海经济重振的韧性和企业的信心。

6月上海新设企业激增，
大手笔投资仍较多

就在几天前，蜻蜓FM在上海成立了新

公司“上海听未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等。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大视听正

在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引擎和重要组成部

分，公司将进一步拓展视听业务，而上海是

必选地。

超过3.5万家企业——这是上海恢复常

态化疫情防控后首月的新设企业“成绩单”，

几乎与今年3月的新设企业数量持平。从地

区分布看，奉贤区新设企业接近1万家，占比

达27.29%，浦东新区、嘉定区和松江区也是

企业落户的重点区域，占比分别为11.05%、

13.62%、8.12%。

分析6月的新设企业数据，记者注意到，

大手笔投资仍较多，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

上的企业占比达6.44%，注册资本在500万

到1000万元的企业占比8.08%，其中，大量

企业属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上海三大先

导产业、六大重点产业。比如，上海新昇晶

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于6月13日注册成

立，落户临港新片区，注册资本高达57亿

元。6月17日，小米在徐汇区注册成立上海

小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

元，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的控股企业

小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也是今年年初在沪

成立的，注册资本高达6.6亿元。

来自上海自贸试验区保税区管理局的

数据显示，6月1日至15日，保税区域新设企

业已超过整个4月份的新设企业数量，共吸

引30家企业注册投资，注册资本折合人民币

共计1.1亿元。 ▼ 下转第三版

几乎追平3月数量，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占比达6.44%

市场主体对上海经济恢复和重振充满信心

强力反弹！上海6月新设企业数量超3.5万户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上图：虹口区185街坊旧改居民卜阿婆一家在搬离蜗居前

留念。 本报记者 周俊超摄
左图：6月30日，虹口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征收全面

完成，居民们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正式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ETF互联互通开闸，资本市场开放再进一步
内地与香港“互换通”预计6个月后开启，稳步推动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  均刊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