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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新华社曼谷12月2日电 （记者高
博 万后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泰文版推介会日前在泰国国家发

展管理学院举行，中泰两国各界代表

120余人与会。

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普坦 · 威

乍耶猜在推介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治国理政思想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作出巨大贡献，相信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二卷泰文版的发行将进一步

促进泰中两国治国理政经验的互学

互鉴。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刘大为在推介

会上表示，期待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二卷泰文版的翻译出版能为泰

国读者提供思想启迪，希望两国不断

丰富“中泰一家亲”的时代内涵，为

谱写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新篇章、携手

共建中泰命运共同体汇聚智慧与力量。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在致辞中

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泰文版将

成为泰国读者了解中国道路的窗口，

是读懂中国智慧的钥匙，是中泰互信

互利、共同进步的连心锁，将为推动

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富的思想

和理论基础。

▼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泰文版推介会在泰国举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12月2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广州）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地缘冲突不断加剧，人类又一次站在历

史的十字路口，我们更需要携手应对各种全

球性挑战、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增进全人类

福祉。

习近平指出，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

国式现代化。今天，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前途命运和人

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坚持以

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稳步扩大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我们

坚定不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机

遇。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努力，实现和平发

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希

望与会嘉宾为促进中国与世界交流合作、实

现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力量。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中国国家创新

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广

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2日在广州开幕，

主题为“百年变局下的中国新作为——扩大

利益汇合点，构建命运共同体”。

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努力，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

习近平向    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

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在望远镜数倍放大显像下，停驻江边的

鸟儿纤毫毕现，白鹭、珠颈斑鸠、金翅雀……

一场亲子观鸟活动结束，王莉佳的手机里留

下了14个鸟类名称，其中还包括市区少见

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隼（老鹰）。活

动观测点在杨浦滨江，几座庞然钢铁塔吊提

示着这里的曾经。焕新为生活秀带后，杨浦

滨江经生态治理和设计，甚至成了生物多样

性的活态“标本”，有了新呈现。

视线拉至数公里以外的都市原点，外滩

第二立面也酝酿着更多可能。百年大楼经

有机更新、功能迭代，为文化艺术导入留足

了空间。“外滩第一立面更现代更经典，第二

立面更新颖更潮流，艺术外滩由此更饱满更

丰富。”毗邻第二立面，烟火气浓郁的山北街

区也同样经历焕新，构筑起“宜居、宜业、宜

游、宜学、宜养”的10分钟社区生活圈。在

居民金点子助力下，山北小区面貌功能得以

重塑，呼应了曾经的名字——“如意里”。

人民城市建设，需大处着眼、小处入

手。从一间屋到一个街坊，从老人就餐、幼

儿托育到垃圾分类，每一件念兹在兹的“关

键小事”，正是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的来源，是国之大者。呼应需求、回应

期盼，让人们安居在此、乐享在此，这也是人

民城市建设的价值导向和追求，是一座城与

一群人互相成就的发展要义。

应循着人民的美好愿望，城市拔节

生长。

安居

42岁的陈瑜对生活有了新向往：蕃瓜

弄的老屋启动拆除重建，敞亮的新居和一应

俱全的配套设施在不远处向一家人招手。

还是老地方，还是熟悉的邻里，但再也不用

过每天睡觉伸不直腿的日子。今年11月，

上海体量最大的小梁薄板改建项目之一，静

安区蕃瓜弄小区旧住房改建项目开工。陈

瑜觉得未来日子充满了希望。

安居，人民群众的心头大事，也是近年

来上海花大力气推动的重点工作。去年中

心城区“成片旧改”任务顺利收官。包括零

星旧改、旧住房成套改造、“城中村”改造在

内的“两旧一村”改造全面启动。一年多来，

中心城区零星旧改已完成8.52万平方米，不

成套旧住房改造完成24.77万平方米，“城中

村”改造项目已启动10个。

城市更新，让无数家庭舒展开眉头，也

激活了区域生长力。长宁区规资局党组书

记苏立琼在实践中梳理出一套历史风貌保

护建筑区域的更新逻辑：延续历史文脉，更

通过为人民提供接地气的公共服务实现街

区功能再造、激发区域活力。

人的需求，在城市更新中依然是解题关

键。潮牌店门口并肩坐着晒背的老人，面前

不时经过捧着咖啡、打扮时尚的年轻人——

初冬的上生 ·新所，因人而灵动。这个由上

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历史风貌保护建筑更新

而来的网红地标，深嵌于新华路街道居民

区，在其更新过程中，营造开放园区、增添公

共服务设施占有重要篇幅。

更新后的城市用地如何更好聚焦、回应

人民群众需求，上海正在不同片区探索推出

多元、可复制的方案。被称为“最后两万户”

的长白228街坊，蝶变后成了集合党群服务

中心、睦邻小厨、运动健康中心、乐业空间等

功能的综合体。依然是正红色的方形窗格，

还是那片绿茵茵的中央草坪，如今露天电

影、市集、音乐会、少儿球赛接力开展，儿童

嬉闹、老人欢笑是此间常景。在长阳创谷一

家互联网企业工作的王佳蓓，是这里的新住

户，她的家就在228街坊唯一的高楼里，那

是针对科创人才提供的长租公寓，内含450

套标准化保障性住房。

▼ 下转第三版

上海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安心逐梦——

做好“关键小事”，一座城与一群人互相成就
■本报记者 刘力源

踱步于上海海派艺术馆正在举办的“造

极——纪念沈尹默诞辰140周年艺术大展”，华

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教授崔树强发现，展

出的沈尹默书法少见大尺幅，与时下流行的动辄

6尺、8尺，颇具眼球效应的所谓“展厅书法”相去

甚远。这仅仅因为沈尹默当时的创作空间有限

吗？崔树强认为其中还蕴含着审美追求的差

异。这让沈尹默的艺术值得再三品读。

群星璀璨的海派艺术大师群体，可谓上海的

宝贵财富。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展馆热衷于聚焦

海派艺术大师办展时，业内也有专业人士指出展

览“办得勤不如办得精”。在汇集名作之外，应进

一步挖掘大师及作品之于艺术史的独特价值、之

于当下的启示，让其中的精神财富为更多人有效

共享，转化为更多灵感的活水。

以美面向大众的守正创新，给当
今书法创作以启示

“造极”展在业内引起不小的反响。集结

沈尹默书法、诗词作品及撰著书籍百余件，全

面展示其多领域才华和贡献，只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其实在于展览以研讨会等形式揭示的

时代意义。

平和典雅的正大气象，是沈尹默书法给很多

观众留下的直观印象。而这样一种面貌的形成，

与沈尹默在书法创作以外的诸多付出紧密相

连。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潘良桢指出，沈尹默

不遗余力推广书法，认为书法应该从娃娃抓起，

面向未来。例如，他曾撰写大量通俗文章普及书

法，也曾在青年宫举办业余书法学习班。

▼ 下转第三版

——由“纪念沈尹默诞辰   周年艺术大展”说开去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海派艺术大师展
■本报记者 范昕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五周年。五年时间里，在这

个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三省一市的灯光逐渐由各自的区域向

交界处延伸、形成一片。而在“看不

见”的领域，比如就医互联互通方面，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协同难题渐被破

解，一张医保卡的“跨省游”牵出一幅

同城化便捷生活新图景，绘就一条不

断上扬的人民生活“幸福线”。

五年来，上海市医保部门会同苏

浙皖三省医保部门，以项目化推进医

保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长三角参保

群众看病就医便捷度，为全国医保改

革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同城化”，促长三角公
共服务更加便利共享

小徐是一名快递小哥，风里来雨

里去是“日常”，稍不注意会咳嗽感

冒。他是嘉善人，目前在青浦的公司

上班，此前去青浦的药店买药只能自

费。“现在直接去药店刷医保卡就可以

了，很方便！”小徐见证的变化得益于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异地购药直

接结算的“跑通”。

2023年以来，上海市医保局会

同苏、浙两省医保部门协同发力，组

织示范区三地医保部门开展定点零

售药店异地购药直接结算试点，今

年10月，示范区内872家定点零售

药店实现异地购药医保实时结算，

已惠及示范区内异地购药结算近

3000余人次，这一做法正积极在长三

角推广。“没有带医保卡，医保电子凭

证也可以用。这对这个地块的年轻

人是很方便的。”青浦医保中心主任

冯建珍说。

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海医

保部门聚焦群众关注度高的医保经

办事项，推进医保公共服务更高效便

民，以都市圈“同城化”引领一体化发

展。随着长三角区域“信用就医”创

新上线，本市医疗机构信用就医人群

范围拓展到长三角区域参保人群，来

沪就医的长三角区域参保人可通过

“随申办”等渠道发起信用就医申

请。同时，自2021年起，上海医保部

门牵头推出本市老年人入住长三角

区域连锁养老机构，可进行长护险费

用延伸结算试点。截至目前，已覆盖

至三省，32家连锁品牌养老机构纳入

试点，进一步满足失能老人异地养老

需求。

从住院到门诊，为全国
探索可复制推广经验

在长三角区域内，大力度的改革

持续推进。

异地就医难，多年来是患者的关

切。一张医保卡能否“畅游”长三角？

2017年7月起，按国家统一部署，上海

医保部门推进实施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目前已实

现全部定点医疗机构跨省异地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全覆盖。数据

表明，异地住院直接结算就医群体以“异地转诊人员”为主，重点

解决临时转诊参保人员重大疾病就医需求。

改革循序渐进，异地就医住院问题解决之后，是被称为“难

啃骨头”的门诊环节。

门诊直接结算比住院更难实现是因为门诊结算量远大于住

院，多地门诊医保政策差别很大。2018年9月，上海医保部门牵

头会同三省医保部门，在长三角率先启动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试点。其关键是建立长三角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平

台。如今，依托国家信息平台，三省一市医保结算系统打通后，

小小医保卡真正实现了“跨省游”。截至目前，长三角地区实现

统筹区和医疗机构“两个全覆盖”，涉及41个城市1.8万家医疗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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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明天是第十个“国家
宪法日”，本报约请三位
学者研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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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滨江风景秀美，成为市民休憩的好地方。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上海首轮省界断头路建设计划全部完成
外青松公路跨吴淞江大桥、新胜路跨吴淞江大桥（新胜大桥）通车，

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增砖添瓦
 刊第二版

 上海海派艺术馆“造极——纪念沈尹默诞辰140

周年艺术大展”展品。（受访者供图） 制图：冯晓瑜

朱屺瞻艺术馆“纯全与美妙—关紫兰

艺术文献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