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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走出两地联动协同发展新路
本报讯 山川无阻 ， 沪明

情深。 4 月 11 日至 12 日， 上
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龚正率领
的上海市代表团， 在福建省委
副书记、 省长赵龙的陪同下 ，
走进三明市的学校、 医院、 镇
村、 产业项目， 深入了解对口
合作推进情况， 听取当地干部
群众意见建议， 共商沪明交流
合作大计。 龚正指出， 要切实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

神， 在市委领导下， 坚定不移
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按照
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 共谋发
展的要求， 切实把两地对口合
作做深做细， 共同走出一条两
地联动、 协同发展的新路。

上海和三明渊源深厚。 20

世纪 50 年代起， 上海 18 家轻
工企业迁入三明， 万余名上海
工程师、 迁建干部、 职工和家
属参与三明 “小三线 ” 建设 。
去年 5 月， 上海与三明建立对
口合作关系， 两地互动交流日
益频繁， 合作成果初步显现。

教育卫生事业作为重要民

生工程， 关乎百姓福祉。 2020
年建成的沪明小学， 因上海与
三明的深厚情谊而得名。 上海
市代表团察看校园、 技能体验
馆、 百草园等， 详细了解学校
办学理念、 教育改革和教育合
作等情况。 校长介绍说， 在与
上海虹口区广灵路小学、 杨浦
区打一教育集团合作中， 沪明
小学分享了上海先进教学理

念 ， 得到学生家长的高度认

可。 龚正鼓励两地学校强强联
合、 共享资源， 进一步探索教
育改革， 锻炼师资队伍， 开拓
学生视野， 形成相互促进的良
性循环。 三明市沙县区总医院
承担了全区 26 万人口的基本
医疗， 参与了 “三医联动” 综
合改革。 代表团走进医院门诊
楼， 仔细了解三明医改的探索
实践等情况。 得知医院计划将
杨浦社区健康管理理念机制引

入当地， 龚正鼓励两地卫生健
康部门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加
强重大医疗项目结对共建， 不
断提升医疗保障水平， 给老百
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特色产业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三明市培
育形成了钢铁与装备制造、 新

材料、 文旅康养等主导产业 。
在三明市 1958 工业记忆馆 ，
代表团成员透过一件件展品和

老照片， 回顾上海支援三明建
设史， 了解三钢创业历程。 在
泰宁县杉城镇， 上海锦江国际
酒店管理公司参与投资的酒店

开发项目于去年底开工， 预计
2025 年建成。 龚正详细了解项
目规划设计 、 业态定位并指
出， 文旅康养产业潜力巨大 。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推
进上海企业+三明资源、 上海
研发+三明制造 、 上海市场+
三明产品、 上海总部+三明基
地等模式， 打造标志性的合作
平台。 龚正还就环大金湖度假
区的开发建设， 与有关方面深
入交流。

实施乡村振兴， 是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支撑。 沙
县区夏茂镇俞邦村是 “沙县小
吃第一村”。 龚正一行步入村
庄， 一路察看小吃街、 主题餐
厅、 小吃民俗文化馆， 了解村
里打造沙县小吃和乡村旅游 ，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探索 。龚
正指出，通过沪明携手，可以打
造乡村振兴示范点。 沙县小吃
是富民特色产业， 两地可在标
准制订、 品质控制等方面深化
合作，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

代表团还参观了中央苏区

革命纪念馆， 重温光荣历史 ，
缅怀革命先烈。

上海市领导郭芳， 福建省
领导郭宁宁、 黄如欣参加相关
活动。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徐
巍）昨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
办“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服务构
建新发展格局” 系列新闻发布
会第二场，主题是“促投资稳增
长保民生 推动工程建设领域

营商环境一体化改革”。市住房
城乡建设管理委主任胡广杰介

绍了本市近期出台的 《关于深
化系统集成 推动上海市工程

建设领域营商环境一体化改革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6.0 方
案》）有关内容。

工程建设领域是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的重要一环。 2018 年
以来， 本市以优化审批为主攻
方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手段，
以企业满意度为评判标准，全
力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
据统计，2022 年本市建筑

业克服疫情影响，实现正增长，
总产值达 9273.90 亿元。 今年
一季度， 本市建筑业产值预计
实现正增长； 市重大工程完成
投资 437 亿元， 占全年计划的
20.3%，同比增长 9.1%。

为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领

域营商环境， 本市研究制定了
《6.0 方案》，坚持改革政策的连
续性、稳定性，在全面总结、延
续前五年经验做法的基础上，
谋划新发展、力求新突破。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是

国际投资的重要风向标， 努力
向其看齐， 是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要抓手和突破口。《6.0 方案》
全面对标国际公开、 权威的营

商环境评判规则和先进实践，
注重把握其底层逻辑和工作要

求，从监管、服务、效率三个维
度攻坚发力， 将世界银行最新
的方法理念贯彻到工程建设领

域营商环境改革中。
6.0 版改革的工作目标，从

制度、 服务和效率三方面可概
括为“三个更加”：改革制度体
系更加健全、 政务服务更加高
效、企业办事更加便利，具体包
括 20 项重点任务措施，主要内
容包括：

着力加强改革制度系统集

成，推动政策体系更成熟、更稳
定。 在特定区域推行由政府统
一组织对交通影响、地质灾害、
水土保持等事项实行区域评

估， 并通过工程审批系统及时
发布评估成果， 替代或简化项
目单独评估评审； 加强不动产
登记和租赁联动， 租赁双方共
同申请可将房屋租赁合同内容

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 维护不
动产交易安全等。

着力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服务便利度， 助力项目早开
工、早落地。

着力提升工程建设领域政

务服务质量，促进线上、线下深
度融合。打造工程建设领域“一
个系统”，全面归拢各类审批服
务事项办理入口。

着力提升工程建设领域监

管质量和水平， 持续净化建筑
市场环境。 着力提升建筑业发
展能级， 推动生产组织模式创
新。

对标世行推出 6.0 版方案
上海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领域营商环境

科学佩戴口罩是预防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重要措施。
针对哪些情形或场景应佩戴

口罩、建议佩戴口罩或可不佩
戴口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疫情防控组 12 日印发 《预防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公众佩戴

口罩指引（2023 年 4 月版）》，
为公众科学佩戴口罩作出权

威指引。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实现

平稳转段，取得重大决定性胜
利。 但全球疫情仍在流行，病
毒株还在不断变异，我国仍存

在疫情反弹的风险。为进一步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效防控
疫情传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在前五版基础上组织制定

了新版佩戴口罩指引。
根据指引，应佩戴口罩的

情形或场景主要有以下三类，
包括存在疫情传播风险的情

形、处于感染风险较高的情形
或场景和严防疫情输入重点

机构的情形或场景。
部分公众关心哪些情况

属于严防疫情输入重点机构

的情形或场景， 指引明确，养

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及托幼
机构、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
重点机构的医护、餐饮、保洁、
保安等公共服务人员，在工作
期间应全程佩戴口罩，防范将
疫情输入相关重点机构。

指引还明确，在感染风险
较低、感染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和感染风险较低且佩戴口罩

可能对工作、生活和学习造成
一定影响的情形或场景，可不
佩戴口罩。 例如在露天广场、
公园等室外场所。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

哪些场景应戴或可不戴口罩？

新版佩戴口罩指引发布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
娜)昨日，上海市教委公布《关
于做好 2023 年本市学前教育
阶段适龄幼儿入园工作的通

知》。 今年上海学前教育阶段
适龄幼儿入园工作政策与往

年保持总体一致，坚持统一部
署、规范程序和因地制宜的原
则，为广大适龄幼儿入园提供
更便捷、准确、有效的服务。

各区适龄幼儿入园政策

14 日公布 。 4 月 14 日至 19
日，有意愿的幼儿园可组织园
所开放日活动。 4 月 20 日至
27 日， 适龄幼儿监护人进行
幼儿网上入园信息登记。 4 月

20 日 12∶00，上海“一网通办”
网 站 （https://zwdt.sh.gov.cn）
首页“2023 年适龄幼儿入园”
特色专栏，及“随申办”移动端
首页“2023 年适龄幼儿入园”
模块将正式开通。

5 月 8 日开始，各区相继
启动报名验证工作，按照本区
入园政策组织家长进行网上

报名和验证。 5 月底前基本完
成报名验证工作。请家长关注
本区入园政策文件具体规定

的办理时间。
7 月 15 日前， 各区基本

完成幼儿入园工作，并向符合
条件的幼儿家长发放通知。

据悉 ， 在各关键时间节
点，上海市适龄幼儿入园信息
登记系统还会给家长发送短

信， 提醒家长们不要错过办
理。

2023 年入园信息登记的
对象为 2019 年 9 月 1 日—
2020 年 8 月 31 日出生的本市
常住人口适龄幼儿的监护人。
适龄幼儿家长可使用自己的

一网通办账号，登录“上海一
网通办”网站或手机 APP“随
申办市民云”， 或在微信搜索
小程序“随申办”、支付宝搜索
“随申办”，办理入园信息登记
和报名验证。

沪公布今年适龄幼儿入园政策
4月20日至27日进行网上信息登记

龚正率领上海市代表团走进福建三明共商合作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