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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何易

这是申城最繁忙的电话热线平台：上海

12345市民服务热线。“今年 1月至 6月，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接听来电457.5万个，

受理诉求535.5万件。咨询类当场解答满意

率97.38%。”12345市民服务热线管理办公室

四级调研员于赟说。

一个电话号码，连着千家万户——每

一次电话的接听，每一个疑问的解答，每一

个问题的推动解决，都关联着市民在电话

那头的热切期盼，是贴近民声、感知民情、

服务市民的平台枢纽。上海12345市民服

务热线管理办公室党支部，以党建引领业

务，“7?24小时”传民声听民意，融入社会

治理大格局，积极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在“有诉

必应”“一线通达”“未诉先办”上下功夫，推进

工作走深走实。

从一个号码到多语种多平
台，优质供给体现时代节拍

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接线员坐席大

厅，市民拨来的电话源源不断，接线员们拿起

听筒、敲击键盘的声音不绝于耳。市民的求

助、反映的问题被记录下来，直接解答或是转

给相关部门。

大厅一角的手语视频坐席区却颇为安

静。电话响起，接听，电脑前出现来电人的身

影，客服人员用手语和来电人“对话”——这

段手语的意思是，“这里是12345市民服务热

线手语视频，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听力残疾的张先生知道残疾人现在也可

以考驾照了，但不知道如何去申请。在接线

员一步步手语的详细介绍下，张先生最后满

脸笑容地用手语做着“谢谢”。

小到生活琐事，大到城市建设，无论是咨

询、建议还是投诉，12345市民服务热线管理

办公室党支部带领团队能作出迅速响应。

如今，市民可以通过电话、小程序、App、

网站、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反映问题、表达诉

求。今年5月，新版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

手语视频系统也正式上线。全市听障人士、

乃至各地来沪的听障人士，都可以更方便地

通过“12345”接受上海市政务便民服务。为

更好服务外籍人士和外地朋友，热线还开通

了外语和方言坐席。目前，外语坐席语种已

达18种。

“我们上海12345不仅应该在硬件上是

一流的，在软件上也需要体现出符合时代节

拍的温暖。”市信访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吴波

告诉记者，多年来，热线不断深化和全市政务

热线的共联共建，加强与各分平台、分中心的

业务对接和指导，依托数字化建设和固化专

业坐席驻场机制等，深入捕捉社情民意，及时

梳理焦点、热点和难点，为针对性地发布政府

权威信息、回应市民关切、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提供有力支撑。

推进数字化转型，为市民和
企业提供更高效便捷服务

“市民的一个个疑惑和诉求积累起来，就

是一座民意的数据‘金矿’。热线近年来持续

推进数字化转型，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能

力。”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管理办公室党

支部在数字化、制度化、品牌化建设上着力开

拓，将支部工作与热线工作相互促进，全力推

进数字化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服务能级，从以

市民为主到以市民与企业并重发展。

比如，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热线不断迭

代升级“为企服务专席”，设立随申办企业云

App“12345专区”，对52项高频企业依申请

办事事项提供“线上专业人工帮办”，开通优

化“为企服务在线客服”，为企业提供更高效

便捷服务。

热线聚焦城市运行等重要场景，与专业

数据分析团队合作，围绕重点领域、“多人一

诉”等难点问题，汇总热线数据提出分析报

告，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对重大、疑难、

复杂事项，加强分级协调机制，推动条块协

同，更好解决群众诉求；严格执行“1天、5天、

15天”限时办理制度，深入推动从“解决一个

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12345市民服务热线要成为政民互通

的‘连心线’，又是辅助决策的‘智慧线’，更是

政务服务‘第一线’。”吴波表示，热线党支部

将一如既往服务人民城市建设，发挥好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有诉必应、接诉即办、

未诉先办，助力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

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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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瑞金7月1日专电 （特派记
者唐闻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

周年，7月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30多名医护人员奔赴

江西，与江西瑞金市联合举办主题党

日活动——“从‘一大’到‘一苏大’，瑞

金同心向党向未来”。上海瑞金医院

与江西瑞金市总医院同期签署技术合

作协议，瑞金医院将通过技术平移等

新形式，全面助力革命老区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造福革命老区百姓健康。

主题党日活动在瑞金叶坪革命旧

址群举行。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

简称“一苏大”。这里也是著名的“红

医精神”孕育地。早在1998年，上海

瑞金医院就与瑞金市人民医院建立帮

扶关系，帮助培养了一大批学科带头

人、中层干部、医疗技术骨干。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瑞金医院

院长宁光表示，江西瑞金是红色故都、

长征出发地，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光辉历程中的重要一站。上海瑞金医

院是距离中共一大会址最近的三甲医

院，江西瑞金和上海瑞金，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瑞金，特殊的缘分汇成守

护生命、守护光荣的非凡使命。

沪上瑞金医院的青年医生们来到

中共一大纪念馆，与江西瑞金的活动

现场连线，两地的医务人员举行新老党

员宣誓仪式，重温入党誓词。上海瑞金

医院党委书记瞿介明表示，江西瑞金是

见证我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圣地，瑞金

医院和江西瑞金这座英雄的城市很有

缘分，不仅同名，在健康医疗方面多有

合作，坚守初心、守护生命，是永恒的

承诺。

宁光在活动现场还提到一件18年

前的往事。“当时我们到江西瑞金寻

根，在义诊中发现了一个浑身发紫的

男孩，把他带回上海，成功为他实施了

公益心脏手术。”宁光感慨地说，当年

救治“紫娃”的医务人员陈海涛、康磊

这次来到了现场，而当年的“紫娃”也

来了。如今，“紫娃”已长大成人，并给

上海专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也成

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

为进一步助力当地医疗水平提

升，根据这次的新合作计划，瑞金医院

将就当地百姓就医急需，首批遴选呼

吸科、甲状腺外科、泌尿外科和心脏内

科4个科室，推进专病诊疗、护理和管

理等瑞金新技术平移。

“瑞金医院已整理出300项技术

平移项目，计划一年推进50项，这些

项目此前未在瑞金市、赣州市乃至江

西省开展过。我们希望探索一种新的

帮扶形式，也就是技术平移，由当地派

人来学，我们有针对性地到当地去教

授，真正给当地百姓送去急需的医疗

技术。”宁光说。

据悉，江西目前已有32家医院加入上海瑞金医院专科医

联体。近4年，上海瑞金医院共接收江西省60家医院的132名

医师进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医疗水平再上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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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

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办公

室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原

书记，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上海市新

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施平同志

〔享受省（部）长级待遇〕因病医

治无效，于2024年6月29日11

时3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享年113岁。

现定于2024年7月5日（星期五）上午8时30分，在上

海龙华殡仪馆（漕溪路210号）大厅为施平同志送行。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施平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 王宛艺）“请乘坐火车的旅客至车站
北边进站。”昨天起，上海南站设施更新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改

造期间，旅客进站乘火车的路线较以往有变动。记者昨天在上

海南站看到，南边的进站口以及东南出口已经暂时封闭，除金山

线外，乘坐其余列车的旅客需要从北进站口进站。

随着南进站口的暂时封闭，南北社会通道成为旅客前往北

广场进站的主要通道，南站管委办在通道的安检处放置了扩音

喇叭，循环播放着提醒信息。站外，引导标识进行了更新，醒目

的标牌放置在安检处，地面、通道墙面上的标识顺着通道一直延

续至北广场，引导旅客前往北进站口。

现场，不时有旅客来到安检处询问。改造期间，上海南站将

不断优化引导标识，及时增派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提供咨询、引

导、安全提醒等服务。站方也提醒广大旅客在进出站过程中，可

以关注车站张贴的标识和公告，按照引导标识和现场工作人员

指引进出站。

在此期间，上海南站有部分列车临时停运。建议从上海南

站出发的旅客可以适当提前出门，预留时间，以免耽误出行。

另据铁路方面介绍，乘坐1号线、3号线、15号线地铁出行的

旅客，建议从地铁6号口或者商场直通口出站，按照引导标识前

往东北或西北口进站。社会车辆出行旅客建议定位导航至上海

南站（北进站口）进站。

上海南站位于徐汇区沪闵路桂林路一线，恰处徐家汇、徐汇

滨江、莘庄、梅陇、华泾、七宝商圈与漕河泾开发区包围圈的核心

地带，交通地位显著。在城市轨交路网中，它目前是金山铁路和

轨道交通1号线、3号线及15号线的交会站。

展望未来，徐汇区将把握上海铁路枢纽总图调整、上海南站

功能升级机遇，以建设世界一流TOD为目标，借鉴国内外优秀案

例经验，积极与铁路上海局、申通集团谋划研究，推动上海南站枢

纽地区站城融合、城轨融合一体化开发，破除区域南北交通梗阻，

重塑中心城区站城布局，支撑服务枢纽功能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

展，以枢纽交通优势为牵引集聚转化为城区功能优势、产业优势、

发展优势，着力打造国内首个以交通枢纽为核心的城市更新示范

片区，助力提升中心城区联动长三角的跨区域协同能力。

上海南站设施更新改造工程启动

上海，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

党精神孕育地。从1921年7月到1933年1

月，除几次短暂迁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长

期驻扎上海，前后将近12年。这一时期，是

我们党从弱到强的初始阶段，共产党人经受

住严峻的考验，披荆斩棘开创出中国革命的

新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际，“光

荣之城——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红色文物

史料展”昨天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

命历史博物馆）揭幕。展览整合沪上12家

革命场馆的红色资源，汇集75组文物文献，

系统呈现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的光荣历

史，引领观众走近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深

刻体悟党初创时期的艰苦卓绝和乘风破浪。

珍贵展品，无声诉说革命实践

步入展厅，映入眼帘的是《新青年》第二

卷第一号。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这本杂志的

问世，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9年，

李大钊在《新青年》编辑“马克思研究”专号，

使得这一刊物逐步转变为宣传科学社会主

义的刊物。《星期评论》《觉悟》《劳动界》《上

海伙友》《共产党》……一批进步书刊在沪出

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

贡献。

这之中，不得不提《共产党宣言》的首个

中文译本。陈望道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

来，应《星期评论》的邀请将《共产党宣言》翻

译成中文。不料《星期评论》遭到查禁，陈独

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决定创办

“社会主义研究社”，直接出版《共产党宣言》

单行本。经过陈独秀和李汉俊的校对，陈望

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

小丛书第一种”，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

本次展出的一级文物——1920年6月至7

月的俞秀松日记，见证了该书在沪出版前夕

的历程。俞秀松在1920年6月27日的日记

中写道：“夜，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译的《共

产党宣言》到独秀家里去，这篇宣言底原文

是德文，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

日三国底译文来校对了。”

展厅中，一张1919年上海工人成分构

成的图表引人关注。该图表显示，当时中国

的产业工人有200万人左右，其中上海工人

超过51万人，占比达四分之一。“历史选择

上海并非偶然。”本次展览策展人、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马建萍说，那时的上海既是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中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

的地区，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的

诞生地，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呱呱坠地奠

定了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全国统一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面貌从此

焕然一新。展览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

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共中

央机关刊物《前锋》、五卅断碑和五卅烈士墓

残碑的拓片、罗亦农参加上海特别市临时政

府成立典礼时穿的长袍和曾佩戴过的纪念

章、“九月来信”、瞿秋白写给鲁迅的信、赵一

曼在上海与儿子的合影等重点展品依次陈

列，无声地诉说着中共中央在上海时期的革

命实践：在上海，我们党完成创建任务，明确

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上海，党中央

促使国共合作的最初形成，领导全国工农运

动，掀起大革命的高潮；在上海，党中央努力

探索走出革命低潮的困境，指导全国武装斗

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在上海，党中央

发起左翼文化运动，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文

化的新途；在上海，党中央高举武装抗日救

亡的旗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创新展陈，生动重现历史场景

除了珍贵文物的呈现，展览在展陈设计

上颇具创新，将众多历史场景以艺术化的形

式重现。比如，对梅白克路（今新昌路）中共

中央秘密印刷厂的巧妙展示，通过烟纸店柜

台、灯光的微妙变换和背景声音的精心搭

配，让观众仿佛回到当年车水马龙的嘈杂街

巷。国际饭店施工打桩的噪音，一楼烟纸店

的警觉护卫，都为位于石库门三楼的秘密印

刷厂提供了很好的掩护。

在“不忘初心 薪火相传”互动桌前，观

众只要按压上面的手印，便能触发机关旧址

的点位信息在屏幕上逐一展现，以此点亮象

征革命精神的“火炬”，传递“薪火相传”的理

念，使观众在了解党史知识的同时，体悟革

命精神熠熠生辉、红色血脉赓续不绝。此

外，“薪火相传 光荣之城”互动计数与书签

留言墙为观众提供了另一个参与平台——

数字的跳跃和累积彰显着蓬勃的希望，75

组书签将留下人们的真挚感言。

当天的开幕式上，市文旅局和市教委共

同发布2024年度“红馆铸魂——革命场馆

暑期教育活动”课程表。本市22家革命场

馆围绕革命文物、历史事件、英烈模范故事

等精心设计39项教育活动，通过参观、讲

座、手工制作、Citywalk、互动游戏、志愿服

务、AR体验、艺术鉴赏、课题研究等多种形

式，使革命场馆成为激活青少年“听、读、做、

演、思”能力，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发挥

铸魂育人功能的“社会大课堂”，让更多青少

年走进革命场馆，深刻了解党的光辉历程，

身临其境受到思想洗礼、精神熏陶，更加自

觉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筑牢信

仰之基。

“光荣之城——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红色文物史料展”揭幕

系统呈现中共中央在沪  年光荣历史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迎来103岁华诞，

“光荣之城——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红色

文物史料展”昨天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

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开幕。上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出席展览开幕式。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

建党精神孕育地，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

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

堡垒之一。中共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指

导中国革命，为这座近代东亚大都会积淀

了丰厚的红色文脉，赋予上海无上的荣

光。“光荣之城——上海市革命场馆联盟红

色文物史料展”聚焦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

的革命活动历史，汇集了75组文物文献，

精心策划“伟大开端 崭新局面”、“力量之

源 波澜壮阔”、“曲折发展 艰难探索”三个

单元，展示党在上海“诞生、启航、出征”的

光荣历史，并以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5周年。

展览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中共上

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上海市革命场馆

联盟、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

物馆）承办。展期为7月1日-10月13日。

汇集  组文物文献庆祝党的华诞

本报讯（记者苏展）“免签政策便利，海
关通关过程也顺畅，给我们节省了时间！我

非常期待在中国的旅程！”一名澳大利亚籍旅

客在办理完入境手续后说道。

昨天是中国对新西兰、澳大利亚、波兰3

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首日。

清晨5点左右，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航班落

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航班上共

载有旅客276人，其中外籍旅客196人。据了

解，当天自新、澳两国直飞上海的入境客运航

班共有6架次。

保障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通关，成为上海

海关所属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的关注重

点。浦东机场海关旅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朱

明贶表示：“目前浦东机场海关累计投入先期

机检设备19台，入境旅客通关平均时间压缩

至30分钟，较原先压缩一半。同时我们进一

步优化监管区人力资源配置，在高峰时段适

时增加手提行李查验通道。大部分旅客实现

入境免排队、免搬运、零等待，有效提升入境

旅客出行通关感受。”

今年上半年，浦东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

境旅客1479.03万人次，同比增长1.8倍。浦

东机场现有通航国家/地区48个，国际客运

通航点118个。本月还将新增英国曼彻斯

特、法国马赛和马来西亚槟城。

随着免签“朋友圈”扩容、72/144小时过

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扩大、国际航线航

班增加等多项利好政策叠加，上海空港口岸

进境外籍旅客数量持续增长。据统计，今年

上半年，经上海空港口岸入境旅客806.7万人

次，同比增长173%。

对新澳波三国试行免签政策后，首架抵沪航班落地浦东机场

入境旅客通关平均时间压缩至半小时

展览让观

众在了解党史

知 识 的 同 时

体 悟 革 命 精

神熠熠生辉、

红 色 血 脉 赓

续不绝。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