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促进就业。新增就业
岗位50万个以上，保持就业形
势总体稳定。创建创业型城
区，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帮助1
万人成功创业，促进高校毕业
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
难人员就业。健全面向全体劳
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完善劳
工关系调处机制，预防和化解
结构调整、企业搬迁等引发的
劳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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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剧院15年来将首次闭门大修
今后将强化公益定位，把平均票价作为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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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市代
市长杨雄昨天在作《 政府工作报告》
时说，2013年，要举办高质量公益性
专场演出250场，营业性演出低票价
受益面达到5万人次。

记者了解到，包括上海大剧院在
内，上海市14家剧院去年推出公益性
场次演出，上海大剧院等4家剧院按
规定每场营业性演出至少保留5%的
80元以下低价票。为了让更多的市民
走进剧场，市人大代表、上海大剧院
院长张哲觉得，还应进一步通过政策
扶持降低票价让文化惠民。为此，他
也提交了相关书面意见。

大剧院院长坦言：
大剧院票价确属高位

“ 以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文
化广场剧院为例，这三家公益性剧院

2012年平均票价分别为256元（ 上海
大剧院大剧场）、176元和287元，相当
于上海普通市民月收入（ 以3500元
计）的7.3%、5%、8.2%。”张哲做了详
尽调研后坦言，无论是平均票价还是
最高票价占月收入的比例，上海的剧
院（ 场）票价确实处于高位。“ 不过，
目前已从去年年中的293元降到了年
底的256元，今后，我们也将把平均票
价作为衡量经营好坏的标准之一。”
张哲说道。

话锋一转，张哲说，在欧美发达
国家，对非营利性艺术机构，政府是
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或者直接拨款来
扶持其发展。例如，纽约林肯艺术中
心属于美国联邦税法中规定的非营
利性组织，享受所得税、财产税和失
业税的全额免除等。瑞士苏黎世歌剧
院年收入的54%来自政府拨款；法国
巴黎歌剧院每年可从文化部得到2亿
多欧元的拨款等。

代表建议：
通过政策扶持降低票价

张哲认为，上海在降低票价或合
理制定票价方面仍有潜力可挖，如果
政府相关部门、剧院（ 场）和社会三

方共同努力，高票价问题可有明显的
改观。

他首先提出，应该继续完善公益
场、公益票补贴政策。对受市民欢迎
的优秀民族传统剧目（ 如京剧、昆曲、
地方戏曲和民乐）演出，政府可用补
贴场租的方式，降低其运营成本并同
时限定最高票价。由政府主管部门聘
请第三方对公益场、公益票和场租补
贴进行效能评估并及时调整，以使此
类政府补贴实现效能最大化。

此外，建立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
认证制度，如再配以部分地方税的减
免优惠，如免征房产税、公益性演出收
入减征营业税、对剧院（ 场）获得的赞
助款免征营业税等，同样可以让公益
性剧院（ 场）有更多因政策而获得的
资金投入到降低票价和公益事业。

“ 我也建议公益性剧院（ 场）应
当享受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同等待
遇。如，现在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等公共文化机构日常电费的收取标
准远低于公益性剧院（ 场），而后者
电费是按大型商业企业用电标准收
取，如能减轻日常费用支出的压力，
公益性剧院（ 场）就能承担起更多公
共文化责任。”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从“ 一座
令人赞叹的建筑”，逐渐成为城市文
化生活的载体———上海大剧院不仅
是一个地标，更是让数万市民在这里
欣赏到了高水平的各种演出，提升了
艺术品位。昨天，市人大代表、上海大
剧院院长张哲在“ 两会”现场向本报
记者透露，上海大剧院拟在今年3月
开始闭门大修，跨度时长预计6-8个
月。2月14日，在一场《 不说再见》的
特别音乐会后，大剧院就将先行谢客
了。暂时的作别，是为了下一段更精
彩的遇见。

1998年，上海大剧院盛大开幕，
面向公众的第一天，进大剧院的观众
排成长龙，每人花50元门票，纯粹为
了参观这样一幢令人赞叹的建筑，而
后这座建筑逐渐灯火璀璨，本土的、
优秀的、大师级、世界级各类演出在
这里层出不穷，内容成了这座建筑最

迷人的要素。一晃，上海大剧院走过
15个年头，很多设施设备已经老化，
在内行以及大剧院的当家人看来，确
实到了该花时间大修的当口了。

张哲表示，此次大修是一次整体
性的修缮，包括玻璃幕墙的检测和更
新，剧场、音响及舞台空调、弱电、消
防设施等改造，“ 虽然模样不变，但一
切都是为了更为安全和舒适性的考
虑。”张哲举例说，空调排管送风系统
希望有一个更合理的布局，如今若正
厅要保持20摄氏度的温度，那么三楼
的实际温度就逼近30摄氏度了，“ 这
个其实不够合理，而且也不够节能环
保。同样的，舞台上的空调现在也有
一些硬伤，一些芭蕾演员轻装上阵，
很冷，一下场都是要用电热取暖器对
着吹。”

为了下一段更精彩的遇见，上海
大剧院决定暂时作别观众，“ 这堪称

我们首次大规模的闭门大修了，我们
希望花6-8个月的时间，彻底地来一
番革新。部分场馆在整修后会先行开
放。这次的高水平修缮后，力争使大
剧院可以在未来的20年内不用再大
规模整修。”张哲说道。

如此重要的一个地标剧场闭门
谢客，会选择对外公告，同时更会以
一场高水平的演出来表达。这场特别
音乐会将荟萃古典音乐、舞蹈、戏剧、
歌剧和音乐剧五个篇章，不仅是对过
去15年的小结，也是献给关注上海大
剧院的热心观众的一份特别礼物，音
乐会也有个意味深长的名称———《 不
说再见》。

张哲说，金秋时节，上海大剧院
将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世人。威尔第歌
剧《 阿蒂拉》届时将作为上海大剧院
2013年大修之后的开篇之作亮相今
年秋天的第十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

本报讯 记者 朱文娟“ 2012年，
上海的新生儿一下子增加到近24万，
生育量创下近十年来之最。因此，很
多市民会感觉到产科医疗资源不够
用。事实上，在正常状态下，我们的产
科医疗资源还是够用的。”昨天下午，
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黄峰平
向记者介绍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关
于2013年本市医疗卫生工作方面的
主要任务。

应对生育高峰已形成联动机制
黄峰平指出，在2012年，本市采取

了市、区两级妇幼保健机构共同应对
龙宝宝生育高峰，并已形成了联动机
制，成功应对了2012年的生育高峰。

“ 经过这一轮运转，今后上海在应对生
育高峰方面应该会更及时有力。”

黄峰平认为，三级医院所应对的
本应是疑难杂症，但现在大部分产妇都
愿意到三级医院生育，这就导致有些医
院的产科医疗资源被过度使用，另一些
则没有充分应用。“ 二、三级医院联动
起来，确保三级医院的专家可以给二级
医院进行技术上的指导及管理，可以很
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黄峰平表示，
2012年本市应对龙宝宝到来高峰的做
法，将来根据需要随时可以启动起来。

老年护理规划有望今年出台
谈及“ 老年护理”问题，黄峰平

表示，这一领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服务体系。目前
本市已经在制订老年护理事业规划，
该规划有望在今年出台。他表示，本
市将通过“ 职校培养在校生”、“ 在岗
人员经培训后转岗”两个方式来大力
培养居家护理人才，推出居家护理上
门服务，以解决绝大多数老年人的护
理问题。另一方面，各社区也将根据
老年人口的比例，在社区内设置一定
数量的老年护理床位。

2013年，本市将继续通过推进部
分二级医疗机构功能转型为康复或
老年护理机构的做法，提高医疗资源
利用效率。此外，本市还将继续增加
舒缓疗护病区的数量，为老人提供临
终关怀服务。

“ 我们希望，通过近5年的时间，
逐步推进上海老年护理工作，满足社
会上的需要。”黄峰平说。

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改变
作为医改重点内容的“ 家庭医生

制”已在本市10个区试点，今年，这一
试点将推广到全市所有区县。黄峰平
透露，今年，家庭医生的服务模式将
有 所 改 变 ， 更 倾 向 于 采 取“ team
work”的方式。家庭医生在日常服务
中以团队服务为主，“ 团队中有全科
医生、护士，有擅长做预防工作的，共
同为他们的签约对象提供服务。”黄
峰平解释道。

此外，黄峰平还表示，今年，家庭
医生的支付方式将有所改革。据他介
绍，今年首批规范化培养的全科医
生———准家庭医生们就将毕业，有关
部门将为其专业发展提供一系列配
套服务，如区县提供补贴、政府提供
政策支持等。“ 我们甚至希望，各区县
能够为全科医生提供如人才公寓、孩
子入学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突破体
制，为全科医生的继续发展打造一个
配套服务体系。”

本报讯 记者 王婧 顾卓敏 目
前，上海在着力打造人才高地，推出了
一系列人才计划，而黄浦区去年推出
了十大政策，其目的就是要创造留人、
用人的环境。记者在下午市政协分组
会议讨论期间采访了市政协委员、长
宁区副区长解冬，长宁区目前正在创
建创业型城区，解冬也告诉记者，区内
的一些扶持创业的资源不只局限于面
向长宁区，而且面向全市开放。

区外创业者也可来申请
对刚刚起步的创业者来说，“ 第

一桶金”和办公场地都至关重要，解冬
表示，长宁区政府联合区内四所高校，
即华东政法大学、东华大学、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工程技术大学组建了大学

生创业联盟，为刚刚起步的创业者设
立了创业基金和创业苗圃，给创业者
们提供资金和场地上的资助。长宁区
以外的创业者也可来申请办公场地。

今年，长宁区还将开放8家创业见
习基地，让初创业者去公司取经学习，
该资源亦面向全市创业者开放。

“ 我们还在利用社会资源积极开
发创业园区。”解冬告诉记者。据介绍，
今年长宁区还将开发4家创业园区。

对于青年创业者普遍关注的住房
问题，解冬表示，长宁区一直在建设人
才公寓，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将一部分群租房变为公租房，向有需
求的人才开放。

人才引进，配套也跟上
昨天，张纪怀代表结合黄浦区的

自身发展情况向记者介绍：“ 我们中
心城区在人才建设方面最主要的就是
引进，为此市里有绿色通道，凡是符合
人才条件的能留都留。此外就是居住
证和居转户，黄浦区每年办的居住证
达九千多。”

与此同时，张纪怀代表也指出，在
人才引进的同时，配套也要跟上，这就
是一个人才环境的问题。“ 这个软环
境，包括社保、医保、子女就学，为此我
们黄浦区也有一系列安居政策。比如
在住房配套上，提供公寓房、居家式住
房等多种选择，希望为人才引进创造
一个良好的大环境。”

继续推进公共文化设施
免费开放，举办高质量公益性
专场演出250场，营业性演出
低票价受益面达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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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剧院拟!月开始进行为期"#$个月的大修

家庭医生支付方式将改革

加强产科、儿科、老年护
理、精神卫生等医疗资源配
置，实现全市近600家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的信息互通共享。
在全市所有区县推行家庭医
生制服务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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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创业资源向全市开放

上海大剧院拟3月开始进行为期6到8个月的闭门大修。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延伸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