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马路与大交通
牵系民生冷暖与经济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

创新链与产业链

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
最佳实践地

“新赛道”跨域延伸
产业链韧性更足

■在已提交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的
49件正式议案、929件建议中，交通出行
依旧是热点，既有关注家门口的小马路，也
有聚焦轨道交通网络的通行，还有期待能
建立“全要素交通网络”，以促进地区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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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一琼
周 渊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记者

姬烨 卢羽晨 高萌） 备受关注的北
京冬奥会开幕式22日晚在国家体育

场“鸟巢”举行了第二次带妆彩

排。与此前不同的是，本次彩排进

行了全流程、全要素演练，绚烂焰

火于当晚点亮了“鸟巢”夜空。

目前，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排

练、制作和彩排等工作正在紧张有

序地进行中。开闭幕式将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表达，以

“ 简 约 、 安 全 、 精 彩 ” 为 创 作 原

则，立足于从全世界的角度展望美

好未来。

据悉，考虑到气温、防疫等因

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从时长和

结构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开幕式

时长约100分钟。在结构上，文艺

表演与仪式环节将融为一体。通过

融入科技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

康理念，努力呈现精彩的仪式效

果，展现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运

动之美。 ▼ 下转第七版

进行全流程全要素演练，绚烂焰火点亮“鸟巢”夜空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举行第二次带妆彩排

 相关报道刊第七版

本报讯（记者周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
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昨天上午在上海

世博中心胜利闭幕。

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主持闭幕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李逸

平、周汉民、张恩迪、金兴明、黄震、虞丽娟、吴信宝、寿

子琪、钱锋，秘书长黄国平及市政协常委在主席台就座。

市委书记李强，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蒋卓庆，市委副书记于绍良应邀出席。

会议通过了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十三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过了政协上海市第

十三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董云虎在主持闭幕会议时说，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

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充分体现了政协委员心系大局、情

系人民的责任担当，充分彰显了统一战线组织、专门协商机

构的制度优势和独特功能，是一次团结稳定鼓劲、务实高效

奋进的大会。

董云虎说，2022年是中共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召开之年。做好今年政协工作，意义特殊、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市政协要紧扣迎接二十大、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这一主线，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彰显特

色，努力交出优异的政协答卷。要勇担政治责任，旗帜鲜

明讲政治、固根本、明方向，自觉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根

本政治原则，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勇担履职责任，

围绕中心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聚焦实施国家战略、增强

发展动能、提升核心功能、建设人民城市等重大决策部署、

重大政策举措，深入调研广谋良策，强化监督助推落实，聚

同化异凝聚共识。要勇担社会责任，最大限度聚共识、促团

结、增合力，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把更

多的人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要勇担岗位责任，立足本职

争先进、创一流、出新绩，以新时代奋斗者的姿态和干劲，积

极投身改革发展的火热实践，不断汇聚创造新奇迹、展现新

气象的磅礴伟力。

▼ 下转第三版

李强龚正蒋卓庆应邀出席 董云虎主持 于绍良讲话

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围绕中心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最大限度聚共识促团结增合力

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昨天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决议
 刊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周渊）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昨天上午
举行全体会议，选举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部分组成人员。市政协主席董云虎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经过投

票选举，黄国平当选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秘书长，仇

瑜峰、伍爱群、孙甘霖、严旭、李桂生、张小松、陈学军、陈海

波、胡佩艳、姜迅、姚海、姚卓匀、徐吉明、潘学先当选政协上

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 下转第四版

董云虎主持全体会议

市政协选举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

本报讯（记者王嘉旖）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主席团昨
天上午举行第五次会议。市长龚正列席会议。主席团常务

主席蒋卓庆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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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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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转第二版

龚正列席 蒋卓庆主持

人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

 刊第七版

申城美术馆数量迎来历史峰值，稳居国内首位

2021年上海全市96家美术馆共举办展览950项

围绕中心建真言、谋良

策、出实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于昨天上午胜利闭幕。

根据大会提案统计，截

至1月20日中午12点，共收

到提案1029件。其中，委员

个人或联名提案871件，占

总数84.65%；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界别和专门委员

会（指导组）提案158件，占

总数15.35%。提案内容涉

及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有

关经济建设的389件，占总

数37.80%；有关政治建设的

61件，占总数5.93%；有关文

化 建 设 的 68件 ，占 总 数

6.61%；有关社会建设的426

件，占总数41.40%；有关生

态文明建设的85件，占总数

的8.26%。

这1029件提案中，聚焦

“先”和“前”，也落脚“实”和

“稳”，细细翻看下，很多提案

都基于“致广大而尽精微”的

调研。

比如，聚焦“打好王牌落

实重大战略任务”“紧抓人才

这个第一资源”“软硬实力互

动并进”这样的新动能新势

能；也聚焦“数字经济”“绿色

低碳发展”“布局终端带动”

这样的新赛道；关注“五个新

城”“乡村振兴”这样的新空

间——为上海当好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排头兵

主动出谋划策。

同时，始终坚持以协商

于民、协商为民为价值取向，

关注“15分钟生活圈”，关心

旧改攻坚，更关注：如何在推

动民心民生落实的过程中寻

求一座城市最大的发展。

心系大局、情系人民。

落实下去、凝聚起来。

这1029件提案所映射

出的，正是广大政协委员“积

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

的情怀和担当。

视野宏阔，更
抓准“关节点”

数字化转型，这个关键

词，经由不同的提案，展现出

其丰富的实践路径与内涵。

譬如，有提案建议：探索

数字融合的产业生态系统建

设，数字化要有效运用于高

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领域，也不能忽略传

统制造业、中小型企业，利用数字赋能，全面推动产业升

级迭代，成为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有提案则直陈：破除数字壁垒，为市场经济各类主体

提供公平、快速、有效的数字要素和服务。由此打造更优

营商环境。

还有的，聚焦到了“数字幸福感”，建议将数字底座建

到社区“单元格”，推动“数字化邻里中心”建设，丰实“15

分钟生活圈”。

既有宏阔视野，也能抓准关节点。这本身也考量着

提案的含金量。

譬如，围绕紧抓人才这个第一资源，有委员建议完善

上海人才政策体系，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机制；有委员在

联名递交的提案中建议，在市级层面建立人才库，形成一

系列可持续的支持政策，并借力大数据来精准地管理、服

务人才；民进上海市委则在集体提案中建议，让职业技能

教育覆盖面扩大到有社会需求的各领域，探索产教融合，

提升培育人才能级。 ▼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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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历来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美

誉。这些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城市文脉

的深情独白。2020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走近这些历史建筑，让“建筑可阅读”，上

海开展了一系列保护活化工程，开放覆盖

全市16个区的历史建筑1039处……在更多

的历史建筑被修缮、被活化之后，我们又

有了更多人文期待——如何将这些建筑最

大限度地向广大公众打开？如何通过与这

些建筑历史积淀相匹配的公共文化活动、

展览，实现更多元的文化互动，解锁历史

建筑更多的“打开方式”？这个话题也在上

海两会上引发关注。

在过去，提及上海之建筑，大多是外

滩——透过文豪之笔、影视经典桥段，我

们得以领略包罗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

巴洛克等一众建筑风格的万国建筑群。虽

然现在，从武康大楼到马勒别墅，从“巨

富长”老洋房到五原路巨鹿路愚园路等

等，沪上一众历史建筑已然成为Z世代的

“打卡”地，但“餐饮依赖”还是显得路径

单一，海派历史与现代氛围的交织，优雅

与硬核碰撞下建筑美学的协奏，并没有呈

现出它们该有的人文厚度与缤纷样貌。“建

筑可阅读”，是应该让人充分感知城市的历

史人文，是应该穿过辞藻镜头、网络点赞

收藏，以最丰富的文化互动，最大限度地

向居住、到访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普通人敞

开人文的怀抱。

我们已经看到，一批历史保护建筑在

修缮后，成了纪念馆、博物馆、图书馆这

样完全开放的公共文化空间，赢得公众点

赞；更进一步，走入市场化运营中的历史

保护建筑，应该不止步于餐饮店“打卡”

一途，而是可以通过举办更多文化活动，

在互动体验中浸润对历史建筑的阅读，油

然滋生对城市的历史人文感知。

应该说，历史建筑的当代阅读实践已

在上海进行，一种兼具商业、旅游、文

化、历史保护的复合式场域构建正初具雏

形。思南公馆与思南读书会的互相成就，

就是近年最有益的探索之一。昔日专指私

人宅舍的“公馆”，如今反而有意放大了

“公共属性”。在这里举办的“思南读书

会”已迎来千余位学者作家与逾五万名大

众。在此基础上，这里还培育了思南纪实

空间、思南赏艺会、思南城市空间艺术

节、思南露天博物馆等一批高品质文化活

动。各方努力的结果是，这里已成为充满

人文精神的城市公共空间。思南公馆不但

为这一整片历史文化街区带来了“谈笑有

鸿儒”的书香氛围与格调品位，更为这座

城市的历史文脉续写今时今日的华彩一笔。

除了思南公馆的复合式场域构建外，

还有一些文化体验刷新了大众对历史建筑

的“打开方式”。比如聆听一场和平饭店老

年爵士乐队的海派爵士。年过八旬的老克

勒，四十年如一日用心演绎，何尝不是海

派建筑开放融合的音乐延伸？比如四行仓

库驻演的红色主题沉浸式戏剧《秘密》，充

满代入感的红色之旅何尝不是见证峥嵘历

史的戏剧回响？比如在今潮8弄的“瑜音

社”，瞥见一群少年郎跟随京剧坤生王珮瑜

学唱戏。修旧如旧的弄堂成为传承戏曲的

“屋里厢”，咿呀童稚声中，谁说就不会诞

生未来海派京剧的“余音绕梁”？这些文化

活动所带来的互动体验，使建筑不只活在

名人轶事、风云际会的历史深处，更成为

属于生活、游历上海每一个人的独家记

忆。正因这些持续上演的点滴故事，历史

建筑有了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活力。

只是，面对已经梳理出的千余处优秀

历史建筑，这些尝试还远远不够。历史在

建筑中“定格”，更需要在建筑中一次次被

大众唤醒、激活。用好用足这些历史的馈

赠，便是更有意义的对海派文化的创新守

护。我们期待：最大限度地“打开”这些

建筑，让老宅萌发新绿，让新知遇见故

人，这是我们与历史的对话，也令我们，

可以在建筑中留下印记，留待后人品读。

上海历史建筑期待着面向公众的更多“打开方式”
黄启哲

 刊第二版

资源汇聚共享

真进展真获得

 刊第五至六版

■ 展览是美术馆工作的最终物化呈现。沪上美术馆去年推出的
展览内容涵盖古今中外，体现文化引领作用，彰显多元丰富的文化视
野，是城市文化蓬勃发展的缩影

■ 特别是去年推出的“建党百年展览季”“海上风华美术季”，集
中优势资源，形成聚合效应，让上海城市的活力与生机在精彩不停歇
的展览中得到淋漓尽致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