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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臧尊 刘成荣 陈奕宁

1月7日，在闵行区政协七届四次会
议分组会议上，围绕区政府工作报告，
政协委员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富有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城市建设和农业农村委员会：
推动跨境电商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城市建设和农业农村委员会讨论组
围绕区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报告进
行讨论，区政协委员们共同为闵行区经
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区政协主席祝学军，区建管委、区
农业农村委、区规划资源局、区绿容局、
区水务局等相关负责人参加本组讨论。

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25年将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培育乡村产业新
业态，开创和美乡村新气象，拓宽农民增收
新路径。在本场讨论中，围绕农业农村相
关问题，多位委员把脉支招，出谋划策。

汤向荣委员结合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的“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提
质增效”给出建议，在虹桥国际中央
商务区申办高技能人才基地 （跨境电
商）。同时，加强校企合作与产学研融
合，推动跨境电商技术的创新和应
用。未来可借助“一带一路”输出跨
境电商相关课程，推动跨境电商行业
的快速发展。

吴君亮委员建议用以旧换新政策支
持非道路移动机械油改电，并尽快出台
相关政策，对燃油非道路移动机械登记
造册，对排放进行测量监管，排放合格
方可使用。

马琳委员来自农业一线，她建议相
关部门要提前介入，确保河道灌溉用水
安全，加强监督；还要加强预警，减少
违规操作，加强耕地保护。

经济委员会：
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4年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到
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将增长 5%左
右。如何进一步促进闵行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经济委员会分组会议上，区政协
委员们各抒己见。

副区长谭瑞琮，区发改委、区经委、
区商务委、区国资委、区税务分局等相关
负责人参与本组讨论。

闵行区是上海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和
外商投资的主要集聚区，始终把外向型
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它也成为了促
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吕吉明委
员希望在这之外，多关注区内的招商平
台，更好地激发园区培育优质企业。推
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从而提升产业
链的现代化水平，是提升竞争力的一条
必经之路。

陈琦委员认为，应设立一些专项的
研发基金，支持企业进行关键技术突破
和新产品的研发。在招商方面，他则表
示，各区域应有自己的特色，针对某一
领域，制定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可操
作性的主业态产业政策措施。除了“引
进来”，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许多闵
行企业开始“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
寻求更大的发展。

杨旭波委员建议，应充分发挥政
协的作用，为想要“走出去”的企业

链接当地资源，并团结区域内从事法
律、税务等专业服务机构，为这些企
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专业支撑。陈星
言委员表示：“闵行区中小微企业众
多，它们的‘出海’之路不仅需要

‘抱团’，更需要‘借势’。中欧班列—
上海号从闵行始发，不仅直接促进了
物流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设施
建设。希望闵行区可以研究相关的产
业政策，投入更多的仓储物流资源，
促进商贸流通的产业聚集，进而产生
规模化的经济效益，为闵行外向型的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企业的“引进来”与“走出去”似
乎都是在城市的各经济园区内，而在广
袤的乡村，经济发展亦是一块不可或缺
的部分，它的趋势往往更能体现区域可
持续发展的能力。“在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宠物经济’是一个较好的结合
点。”宋梅虹委员表示，接下来，闵行
区将统筹推进光继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创
建、“五好两宜” 和美乡村建设等。产
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一支
撑，大量资金注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反而有可能成为乡村的负担。

科技委员会：
要关注高素质人才子女教育和照护问题

科技委员会分组讨论上，围绕企业
发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话题，14
位区政协委员先后发言，不仅议现象、
提问题，也讲看法、给建议。

副区长可晓林，区政协副主席蔡怿
晖，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
管局、区数据局等相关负责人参与本组
讨论。

汤同奎委员认为，留商和招商同
样重要，要做好服务留商、感情留商
和资本留商，让闵行区留得住具有发
展潜力的企业。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出“完善诉求解决机制和为企服务兜
底机制”，他认为，对于落后或不得不
倒闭的企业，政府兜底反而会对社会
生产力造成影响，企业破产后，原本的
厂房、土地、人才等资源才会释放到社
会上，凝滞的血液会重新流动起来。

周运达委员来自区侨联常委，他给
出了一组数据：据统计，闵行区现有港
澳侨背景的企业近3000家，从海外引进
的港澳侨高层次人才超过 1200人，“港
澳侨人士在沪常住后，子女的教育和照
护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

“闵行有大量外来人口，如何让他
们拥有归属感、幸福感，是我期待的努
力方向。”方广清委员紧接着发言，“尤
其是在高端科技人才落户政策、子女教
育等方面，应给予更大支持。”

在方广清身旁，杨进委员抢到了最
后一支话筒：“我想请政府直面回答”。

“涉企行政现场检查次数进一步压减，
具体次数能否给出量化的数据？”“支持
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应当
与哪一部门对接？”“结合重大项目争取
适度打开吴泾留白区，区块的土地污染
何时启动治理？”杨进一针见血，连抛
三问。针对委员们的提问和建议，现场
相关委办局代表都进行了详细记录。

“会后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已经与
我沟通，将会给予我一个及时准确的答
复。”杨进告诉记者。

记者 崔松鸽 吴俊艳 覃丛丛 王若曦

1 月 7 日，在闵行区政协七届四
次会议分组会议上，围绕区政府工作
报告，政协委员们各抒己见，提出了
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区政协文史委专委会：
扩内需稳外需，最大的是提振消费

区政协委员们围绕文化、养老、
教育等民生问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他们前瞻性的发言为相关工作提供了
很多具象的操作路径。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曹婕，区政协副主席何曙光
参加讨论。

现场虽多为文化工作者，不少委
员都相当有“经济头脑”，就如何更
好刺激消费纷纷献计献策。

“政府预算这块，2024年为老开
支有 4.4亿元。”王海滨委员称，现在
商场人少，拿出一小部分给老年人发
张公交卡或是其他什么，可以随便坐
多少趟，是不是能让大家走出家门？
话音刚落，鲁哲委员就提出了不同看
法。随着话题展开，又有其他委员加
入“辩论”，场面一度升温。

文史委专委会委员们大都来自新
闻出版界或从事文化相关工作，多为
新闻媒体记者或文化企业负责人，他
们思维活跃，建言积极，就如何让更
多人走出家门进行消费的问题“针锋
相对”。

王林委员提到了二次元消费，他认
为上海作为中国二次元集中地，目前
尚未形成标志性区域，闵行还有机会。

就政府工作报告中2025年扩大演
艺演出、体育赛事、文博游戏等市场
供给的内容，夏郁青委员说，春申湖
四岛建设项目做规划时，能否考虑小
剧场演出、脱口秀，给他们政策上的
优惠，多做巡演。

“报告非常清醒地提到了现在所
处的环境和困难，也提到了着力扩内
需稳外需，最大的是提振消费”，李
姬芸委员认为。

委员们还就青少年心理健康、教
育减负、地铁文化元素植入、党群服
务中心空间合理利用、大零号湾综合
展示空间建设等话题展开讨论，区委
宣传部、区委研究室、区经委、区文化
旅游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给予积极回应。

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提升城市青年幸福感

分组讨论中，16 名委员们“抢”
麦发言，金句不断。讨论的话题中，

“城市青年幸福感”一词频频出现。
年轻人关切的婚育压力、子女教育、
就业创业、心理健康等议题，成为场
内场外热议的焦点，相关委办局负责
人也进行了回应。副区长、区公安分
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凯，区政协副主
席胡洁等出席。

“市民夜校闵行分校提供了多样
化的课程，年轻人解锁新技能的同时
也收获了社交新可能。”查家奕委员
切入市民夜校“抢票难”问题，“开
课即满、一座难求”这样的现象，将
很多年轻人拒之门外。她表示，如
今，闵行青年夜校共设立 56门课程，
覆盖近5000人次，建议加强青年夜校
和市民夜校的阵地、课程、师资等资
源的联动，促进两者资源共享，增点
扩容，形成闵行青年人的夜校体系。
该内容也是今年闵行区共青团界别的
联名提案。

运动也正在拓宽年轻人的生活半
径，段振东委员以体育工作者的视角
出发谈到：当代年轻人实现“运动自
由”没那么简单。他建议：在为年轻
人“减压”的同时，应创造更多条件
让广大在职人员在工作间隙、通勤时
间能“动起来”，茶余饭后出去走走。

妇联界别的金佳燕委员将目光聚

焦于家庭建设。她直言道：家长培育
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家庭教育焦虑
也不断加剧。“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家
庭教育新空间，缓解带娃压力的同时
助力家庭成长。”她的提议与区妇联
已启动的“家+书屋”项目不谋而
合。区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

“家+书屋”项目将在全区推广普及，
联合高校、图书馆、城市书房、网红
书店等，开展教育指导、主题讲座、
亲子阅读等活动，共同构筑起充满
爱、智慧与正能量的家庭成长环境。

尚俊委员谈到近年来公众担忧的
“安全隐患”问题，“为遏制房屋安全
事故发生，需要重点排查老旧房屋建
筑消防设施、消防登高作业面和疏散
通道等安全隐患，形成房屋建筑安全
隐患数字档案。”

委员们还就医疗资源差异化建
设、公共安全政策、养老服务质量提
升等话题提出真知灼见，区公安分
局、区司法局、区民政局、区房管
局、区城管局等相关委办局听取讨论
并给予积极回应。

教育卫生体育委员会：
打造闵行卫生名片

分组讨论上，围绕政府工作报
道、财政预算报告，16位政协委员先
后发言，为闵行新一年发展谋良策、
出实招。区政协副主席余梅出席，区
交通委、区卫健委、区教育局、区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参与讨论。

讨论会上，民生话题打开了委员
们的“话匣子”，聚焦“一老一小”，
大家发言热情高涨。

陈芳委员率先将话题引向闵行今
年新添的 16个家门口为老服务中心。

“中心不仅提供贴心的接送、营养的餐
饮、舒适的午睡，还有多彩的课程供老
人学习消遣，像个‘托老所’一般。”
朱虹委员建议进一步加大社区教育投
入，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医疗卫生界委员杨晨皓分享了他
“打造闵行卫生名片”的新提案：“建
议整合区内散落的医疗资源，加大医
疗科普宣传力度，全力推动医疗卫生
领域各方携手，实现紧密协调与深度
合作。”“产假结束后孩子托管成难
题，这是提升生育意愿的关键。”张
瑞芬建议将公办幼儿园 2 至 6 岁托班
年龄下限延伸至 1岁并鼓励幼师参与
育婴师培训，明晰他们的职业规划和
晋升通道。

张瑞芬的发言引发了原继恩委员
的共鸣，她建议幼儿园增设针对 2岁
以内孩子的“宝宝屋”，“闵行超过
70%的幼儿教师持有育婴师资格证，
让孩子早点进园，不仅能减轻家庭负
担，还能让他们提前感受幼儿园的温
馨氛围。”

来自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的张玉梅
委员提议在闵行挂牌成立“大零号湾
文治计划·上海交通大学国家语言文
字推广战略实践基地”，在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双一流大学优势
力量，增强“大零号湾”科技创新功
能策源区功能，丰富大思政课程体系
建设。

讨论会上，校门口交通隐患也颇
受委员们的关注。杨琰雯委员表示：

“要完善相关规定，加大执法力度，规
范交通秩序；另一方面要尽快优化交
通设施布局，保障道路顺畅；学校也
开设交通安全课、组织演练，让学生
增强安全意识，希望交警部门多渠道
加强宣传，提高公众交通安全素养。”

政协委员围绕中心大局，积极建
言献策，在助力闵行高质量发展中发
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对于委员提出
事关闵行发展的意见建议，相关委办
局在现场一一回应。下一步区政府将
认真研究委员提出的建议，尽快转化
为可落地的具体措施。

涉及养老、育儿、青年幸福感……

这些事被区政协委员们重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