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A03
2017年1月17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施伟杰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五次
会议昨天下午举行第一次大会发言，
17位政协委员先后发言。中共上海
市委书记韩正出席会议，认真听取委
员们的意见建议。市政协主席吴志
明主持。

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应
勇，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副市
长翁铁慧出席会议。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姜樑、周汉
民、蔡威、高小玫、方惠萍、王志雄、张
恩迪、李逸平、徐逸波出席。

“事前、事中防控”防范城市风险
现场，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

委员会主任孙建平做了《完善城市风
险管理体系 守住公共安全运行底
线》的发言。“城市安全底线是上海的
一条重要底线，防范城市风险也始终
是一项重要课题。经过十多年的努
力，上海已经构建了一套应急管理体
系，基本能够有效应对各类日常安全
问题。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还
会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已有的这
套体系有什么缺陷吗？”他指出，现有
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至少有三个方
面的问题值得反思：一是重事后应
急，轻事先预防，应急管理模式存在
缺陷。二是大量机制“沉睡”，应急管
理机制整合不力。三是集中于政府
主导，风险管理的社会参与薄弱。

“我们应该转变工作重心，从单
纯‘事后应急’转向‘事前、事中防
控’。当我们城市进入风险管理阶
段，除了日常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工
作外，更需要关注事前和事中阶段。
建议在市级层面设立城市运行风险
预警指数分析和发布机制，运用大数
据手段，对城市风险进行集成分析，
实时预警可能发生的风险，及时采取
应对措施。”

建议推行业委会主任持证上岗制
昨天，市政协委员、社会科学界

代表安翊青做了《完善业委会制度，
推进治理结构创新》的大会发言。

她介绍说，目前，上海有1.2万
个居民小区，其中78%组建了业主委
员会，那就是有九千多个业委会。上
海常住人口中近90%的家庭拥有自有
产权住房，因此，这九千多个业委会，
实际上代表的是上海最广大群众的
根本利益。然而从调查情况看，业委

会与它本应承担的职责存在很大的
距离。一方面，涉及业委会的物业纠
纷、业主纠纷层出不穷，法院和基层
组织疲于应对；另一方面业委会本身
能力孱弱，不仅业委会相关人员普遍
年龄偏大，专业素质、自治能力不高，
业主参与业委会活动的比例也很低。

她建议，推行业委会主任持证上
岗制度。“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通过
制度设计和行政指导，提高业委会成
员，尤其是业委会主任的工作能力和
专业素质。其中可行的办法就是制
定考核制度，要求业委会主任持证上
岗，并强调通过面试考核其对基层社
区工作的应对处理能力和社区公共
意识。”

她还提出，要允许业委会组建联
合协会，这样既节约了治理成本，也可
以将业委会治理纳入到有序的轨道。

保护历史风貌 健全开发分级标准
市政协地区政协联络指导组副

组长，静安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陈
永弟则做了《创新开发机制 保护历
史风貌》的大会发言。

最新数据显示，全市有44个历
史文化风貌区，119 个风貌保护街
坊，1058个优秀历史建筑。但由于
种种历史原因和客观限制，这项工作
仍面临不少瓶颈难题，一是权属关系
复杂、有效保护难，“72家房客”，居
非混用，过度使用导致文化价值的流
失，令人心痛；二是开发模式单一，综
合利用难，多数仍停留在零星商业、
餐饮服务等低层次阶段，导致原生态
文化流失，找不到儿时的记忆，记不
住曾经的乡愁；三是权责不够明晰，
精准监管难，能管的部门不少，但谁
都管不全，最终管不好，亟待统筹。

“我们静安政协开展了专题调
研。发现张园的开发模式亮点不少，
可供借鉴。”陈永弟建议，要按照建筑
物类别、典型性程度、集中程度、已开
发程度以及产权、周边配套等情况，
对全市进行新一轮调查摸底，分级分
类健全保护标准和开发预案，提高保
护开发的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

“建议进行多模式探索，创新保
护开发长效机制。”陈永弟还指出，要
坚持“动态保护”与“多元开发”并重，
积极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探索
联动开发的新模式，加强关联性、创
意性、综合性和非物质性开发利用，
走出一条历史风貌保护与城市更新
有机结合的新路径。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分组讨论里，代表们讨
论到学生课业压力重的原因。”“解决
课业压力，要分清哪些是课业内容、
哪些属于课外。”……昨日在中午休
息时，6位青年旁听市民聚在一起，讨
论起了今年人大上的热点话题。

别看这些90后、80后的青年旁
听市民们年龄不大，他们可结合“所
听”，总结汇聚出了“所想”，利用午间
休息时间一起交流感受。

“说实话，参与旁听前，我以为代
表们讨论的是晦涩难懂的内容。没
想到代表们讲的都是惠及民生‘接地
气’的想法。”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一线“90后”青年胡玮彬对身边
平易近人的专家代表印象深刻。“休
息时，代表们会主动过来和我聊职业
卫生评价的内容。真没想到，我和专
家们也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市级机
关青年公务员胡杰旁听了两天的分
组会议后则感慨：“人大代表们就是
将群众所遇的生活‘痛点’，转成社会
公共服务的‘亮点’。”

华东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青少年
犯罪领域的“90后”研究生孙鉴在旁听
时听到了智慧城市、无人驾驶等前沿科
技概念，“市人大代表的理念很超前。”

“我们都和代表坐在一起，零距
离。”林涛是一名来沪打拼的青年创
业者，这次他也是旁听市民。他笑笑

说，代表们一讲到小微企业的发展问
题，总会以他的经历来举例子并提出
建议，“如此一来，我也知道遇到类似
问题时，能从哪些方面获得帮助。”

早上 6 点起床，从家中赶往会
场。这是上海市工程技术大学大二学
生黄妤婕以及旁听代表赵言玮医生这
几天来参加会议的日常作息。赵言
玮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的
一名“80后”女医生。她这次选择报
名旁听人大会议，一方面是想了解代
表们是如何履职的，另一方面，她有

“私心”，“我想与人大代表们面对面交
流，介绍一线医务工作人员的真实工
作情况。”她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向人
大代表展现医务工作者的诉求，接下

来打算通过书面意见进一步改善医
患关系。

黄妤婕此次旁听了金山区的分组
讨论。“我听到了环境治理、城乡一体化
的内容。”小黄说了解到她所学专业领域
的专家意见，有“胜读十年书”的感受。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36位市民代
表旁听了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每位市民代表固
定在分会场参与旁听。6位接受采访
旁听青年则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团市委“青年汇智团”成员。据
介绍，青年汇智团是经过网络报名、
海选出的上海青年代表志愿团。这
些自愿参与活动的优秀青年以此形
式，充分反映青年的诉求。

青年报资深记者 郭颖

本报讯“‘95后’大学生思想活
跃，新时期他们接受的思想碰撞更
多，需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市政协
委员、上海电力学院校长李和兴认
为，随着我们国家地位的不断提高，
学生的爱国热情也很高涨。“我觉得
这一代年轻人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李和兴告诉青年报记者，结合新
形势、新要求，上海电力学院将进一
步增强使命感，坚持价值引领，全力
打造立德树人的“光明工程”。

“我们学校是一所行业特色鲜明的
高校，学校自建校之初就把电力行业对
可靠性的高标准和严要求体现在对学
生责任感的培养之中。”李和兴说，从

“三坚持”的办学指导思想到“三全三
重”的育人理念，从思政教育“四联动”
育人机制的实践到近两年“双轮并进”
的学生培养模式的探索，学校党委一直
有针对性地通过理论引导、情境激发、
行为养成、实践体验等途径，提升大学
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去年12月，上海电力学院成立
了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的

“上海电力学院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领导小组”。“下

阶段，我们还要在思政课主渠道主阵
地建设、骨干队伍建设、宣传舆论阵
地建设等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和活动，
强化德育的育人先导作用。通过实
施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
划，优化思政课程的教学方式；深入
推进德育与体育、艺术、文化及创新
活动的融合教育；依托首日教育、主
题教育、易班和项目化活动等各类实
践育人平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努力把‘思政课
程’拓展为‘课程思政’。”

李和兴透露，上海电力学院不光
关注在校大学生的思政工作，甚至还
关注毕业生的思政工作。“我们是行业
学校，跟企业联系密切，不光要了解毕
业生的业绩如何，更要了解他们的思
想品德如何。”李和兴介绍说，电力学
院的思政课程丰富多彩，杰出校友也
会被收入其中，给学生一个好的榜样。

电力学院的思政工作融入课堂、
科创、实训实习。“包括到企业，学生
不光学技术，还学企业的文化，还有
实训实习要加毕业论文的设计，甚至
是求职就业教育、学业导航……我们
都会把思政工作融入进去。”李和兴
说：“从学生入校到毕业，我们的思政
工作贯穿整个过程。”

17名政协委员献计献策 针对小区治理问题有委员建议

推行业委会主任持证上岗制度

市政协委员李和兴：

打造立德树人的“光明工程”

青年旁听市民：与代表们沟通“零距离”建议“接地气”

市政协委员、上海电力学院校长李和兴（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