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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年初印发的《关
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意见》，推进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
建设，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上海市贯
彻<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对上海加
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
全面部署，并提出率先建成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的总目标。

实施意见分“主要任务”、“保障
措施”、“组织实施”三部分，对标到
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文化大都
市的目标要求，从推进均衡发展、增
强发展动力、完善服务供给、推进与
科技融合、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五个方
面提出20项具体的工作任务，并明
确牵头与责任部门，指导性、操作性
强。实施意见注重结合上海实际，将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公共文
化配送、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上海
云”、“书香上海”建设等纳入实施意
见，形成了对标国际、体现中央要求
和上海特色的任务标准体系。

实施意见指出，要统筹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统筹安排资金，
促进远郊区县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较快提升。聚焦浦东，形成新的重
点公共文化设施集聚区。完善基层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鼓励区县开
展文化广场、文化公园建设，拓展市
民户外文化活动空间。保障老年人、
未成年人、残疾人、来沪务工人员、生
活困难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实施意见强调，要增强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动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
会化专业化发展。完善公共文化产
品和服务供给，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

融合发展，提升现代传播能力。深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跨部门、跨领域共建
共享和融合发展。上海在公共文化
建设方面软件硬件并举，着力创新机
制，提升效能，激发活力，取得了明显
成效。今年7月，中宣部、文化部在
上海专门召开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运行机制经验交流会。

与实施意见一同印发的《上海市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2015-
2020）年》，按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原则，从基本服务项目、硬件设施和
人员配备等方面提出39项具体的指
标要求。实施标准中的服务项目与
内容指标均采用数据和标准规范进
行阐述，同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为确保上海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建设的顺利推进，实施意见提出
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加强组织领
导，明确各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责任
和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主体的权
利、责任；完善财政保障制度，明确各
级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事权；加强
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将公共文化相关
专业人才培养纳入上海市高等教育
体系；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法制保
障，完善地方性法规体系和具体规
范。

各区县和相关部门、单位将按照
实施意见要求，结合实际，深化细化
工作方案。有关部门将对实施意见
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各
项要求落到实处。

本市部署加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将相关人才培养纳入高教体系

台湾同胞投资权益
保护规定提交二审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昨天召开
的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对《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益保
护规定（草案）》进行了二审。提交的
二审修改稿，进一步征求了各方面意
见，并经市人大法制委专门召开会议
进行了审议。

在投资权益保护方面，有些常委
会委员建议，对本市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系列支持政策进行梳理，将其中适
用于台湾同胞投资者的相关内容充
实到草案中。为此，修改稿增加规
定，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参与本市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的，按照相关规定，在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人才激励等
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除此之外，《上海市台湾同胞投
资权益保护规定（草案）》（修改稿）还
在台湾同胞就业、就医、就学，投资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
修改和完善。

地方立法拟拓宽
公民有序参与途径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地方立法
拟进一步拓宽公民有序参与途径，如
果遇到重大意见分歧或涉及利益调
整，都可听证。这是昨天上午《上海
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修正案（草
案）》提交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时传出的消息。

从2001年《上海市中小学校学
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至今，共有12
部地方法规经过立法听证。立法听
证、论证、法律草案等公开征求意见，
都是立法协商，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
法的重要途径。今后，这些立法流
程，将有明确规范。

此次，该草案特别提出：地方性
法规有关问题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
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调整，需要进行
听证的，应当召开听证会；听证情况要
向常委会报告。此外，若地方性法规
有关问题在部门间争议较大，可以引
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该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以
便进一步研究修改，再提请以后的市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征求意见的时间为今天起至10
月23日。反映意见的方式：来信地
址是上海市人民大道200号，市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立法二处；邮
政编码：200003；电子邮件：fgw@spc-
sc.sh.cn；传真：63586583。

杨雄会见
丹麦新任驻华大使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杨雄昨天
上午在人民大厦会见了丹麦新任驻
华大使戴世阁一行。

杨雄说，当前，上海还在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这为上海与丹麦合作提供了更
广阔的天地。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
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合作，取得
更多成果。

本市确定11地块作为今年环境整治重点
环保局长勾勒“生态环境治理”路径图

市民文化节上举行演出。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市环保局官方微
博宣布，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部分区域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9
个区县11个地块作为2015年治理
对象，总面积约6700亩，涉及企业约
1300家。部分区县的环保局长给出
了“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路径图。

浦东新区 合庆镇

今年年底前，规划定位基本成
型，主要污染源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2016年年底前，区域规划细
化明确，启动主题生态建设及配套工
程，各项规划方案落地。

青浦区 青东农场、练塘镇

青东农场消除违法用地、违法建
筑、违法经营、违法排污和违法居住
在内的“五违”现象。规划到2017年
年底前，全面启动综合治理，逐步解
除违法租赁合同，开展区域土地利用
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并启动一批
河道整治、绿地林地建设等项目。

练塘镇加大对“三高一低”、环境
风险较大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计划关停86家村级企业，2016年10
月前完成相关调整工作。其中，80%

将进行生态垦复，10%用于美丽乡村
公共设施建设，10%适当发展养老、
旅游、文体休闲等产业项目。

金山区 朱泾镇

逐步减少万安水泥厂危险废物
焚烧量，至今年底取消危废物焚烧。

2016年6月底，启动万安水泥厂
产业结构调整程序，确保2016年底
前完成关停工作。开展污染严重地
块土壤和水资源的环境调查评估和
初步治理，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嘉定区 南翔镇新裕村

力争今年年底前，通过宣传发
动、调查摸底、签约拆房、土地恢复和
绿化种植四个阶段，基本完成整治任
务，拆除违法建筑，规范土地使用，盘
活土地存量，改善周边环境。

闵行区 浦江镇

今年9月底前完成3家企业的动
迁签约工作，今年年底前启动土地整
治，2017年初完成地块改造。对黄
浦江水源涵养林区域、森林生态片林
通过“生态疏伐 ”“景观疏伐”的手
段，打造一片自然的林海。

宝山区 月浦镇

今年9月底前，完成石洞口金属

切割厂、凡奋耐火材料厂、傲翔物流
公司、月罗环卫公司和富谊废品收
购站等的洽谈、评估、退出；2015年
11月底前，完成地块复垦任务。实
现清退污染企业，兴建公共绿地的
目标。

松江区 新浜镇、车墩镇

新浜镇企业资产评估工作已完
成，争取到2016年将集建区外未清
拆的123家企业全部清拆。

车墩镇米市渡村今年9月底前
完成设施设备拆除1家污染企业；10
月中旬执法整治4家；10月中旬设施
设备拆除1家；11月中旬设施设备
拆除2家。

崇明县 绿华镇、三星镇、庙镇

围绕东风西沙饮用水源地板块，
推进绿华镇、三星镇、庙镇的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关停高污染、高能耗小
企业，还地复垦；加大畜禽养殖整治；
加大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整治，争
取在今年年底完成基本目标。

奉贤区 庄行镇

今年9月底前，完成锅炉、窑炉、
茶水炉整治；今年年底，关停水源保
护区的污染企业和养殖场，创新水污
染区域化综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