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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一流营商环境
申城一年破知识产权案910余起加强劳动《实施意见》发布

7月新设外资企业598家
创今年单月新高

据文汇报 上海，每天有1400余
家企业开创设立，超过 700 家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集聚于此，越来越多
科创企业、品牌“首店”选择在此投
资、落户。城市日益强劲的开放与
活力的背后，是市场主体更加迫切
的知识产权保护诉求。

一年来，上海累计破获各类侵犯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910余起，捣毁犯
罪窝点1680余处，涉案总金额超过
39亿元，保护了460余个品牌的合法
权益，先后有60余个国内外品牌的权
利人向上海警方送来感谢信。其中，
既有路易威登、香奈儿、乐高、万代等
全球知名品牌，也有上海牌手表、大
白兔奶糖等老字号国货。

今年 7 月，上海警方收到多家
药企的一封联名感谢信，对破获一
起制售假冒多个知名品牌治疗性
功能障碍药品案表达谢意。据市
公安局经侦总队食药环侦支队支
队长喻檬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打
击先于报案的侵犯知识产权案
件。去年 11 月，市经侦总队发现，
有人通过快递包裹夹带方式运输
销售假冒多个知名品牌药品。

自去年 8 月起，以谭某、郑某、
蒋某为首的三个犯罪团伙为牟取
非法利益，在无药品生产经营许可
资质且未经权利公司授权许可的
情况下，私自通过非法渠道购得制
药原料和假冒品牌标签，加工成假
冒品牌药品后对外运输和销售。
经过 8 个月缜密侦查，专案组于今
年 7 月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
获犯罪嫌疑人20名，捣毁产、储、销
窝点6处、生产流水线3条。

去年 8 月起，上海依托智慧警
务，调整、创新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
罪模式，通过建立大数据模型，强化
感知、分析能力，实现了对侵权假冒
犯罪线索的自动预警和精准分析。

据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办公
室庄莉强警官介绍，近年来，上海
公安机关深入组织开展打击食药
环和知识产权犯罪“昆仑行动”，以

“零容忍”的态度“亮剑”侵犯知识
产权和制售假冒商品等危害群众
健康安全、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破
坏市场经济秩序等犯罪活动，不断
加大打击力度，持续助力上海营造
尊重知识价值的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和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以全市域打防、全领域整治为目
标，上海警方今年以来对日化用品、
服饰箱包、酒水饮料、防疫物资等23
个重点领域开展了30余次领域风险
排查，针对数十起案件开展了近百批
次全市统一打击行动，实现了从单兵
作战到多点发力、从分兵把口到一体
打击的转变，形成了全市公安机关打
击侵权假冒犯罪的整体合力。

据解放日报 日前，上海市委、
市政府印发并公布《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
施意见》，明确各学段劳动教育内
容要求，并把要求拓展到幼儿园
阶段。按照各学段循序渐进、螺
旋上升的思路，幼儿园要注重劳
动意识启蒙，小学要注重基本劳
动习惯养成，初中要注重职业劳
动体验，普通高中要注重社会劳
动实践，普通高等学校要注重创
造性劳动锻炼，职业院校要注重
职业技术技能训练。

上海对劳动教育已经做了探
索，在高中生、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
中纳入劳动教育。根据最新发布的

《实施意见》要求，“新劳育”将建构
新的劳动教育课程，也纳入课程标
准和学习计划，但不会额外加重学
生负担。市教委有关人士希望家长
在家庭中引导孩子做好家务，让每
个孩子每年至少学会一至两项家务
劳动技能。记者获悉，市教卫工作
党委、市教委正在研究制定劳动教
育“十四五”规划、教学指南、实践资
源图谱作为配套文件，构建“1+3”劳
动教育制度体系。

上海坚持开门办劳动教育
曹杨二中自建校第一天起，首

任校长就立下规矩：学校培养的学
生就应该“爱劳动、会劳动”。学校
65年如一日，坚守劳动教育阵地，不
断创新劳动教育课程，逐步形成“学
劳模——懂尊重——强本领——重
实践”的四级劳动教育课程链。

学校开设10多门面向未来的劳
动技能校本课程，创建6个劳动技能
实验室。在高二劳技课引进同济大
学“机械制图 CAD”和“现代信息科
学”，引进交通大学“单片机与机器
人课程”；在高一开设“环保工程
课”，创建“自行车创意实验室”“轨
道交通实验室”，自己编程控制小火
车运行。

学校创新劳动教育实践，科学
设计学农学工等社会实践。每年
组织“博雅西部行”之甘肃深度学
农供学生、家长选择。“一届约 450
名学生中，约有 350 人报名到甘肃
学农，回来后发现这些孩子更爱学
习了。在生活中懂得节约，知道劳
动不易，更孝敬父母。劳动带来了
最大的快乐！”曹杨二中党委书记
侯文英说。学校以社会实践为载
体，用好校内校外两种资源，将劳
动教育融入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
在动手动脑中培养全面发展的时
代新人。

上海坚持“开门办劳动教育”，
广泛建设劳动教育场所基地。金山
区教育工作党委书记顾宏伟说，金
山区 2015 年建成青少年实践基地，
主要用于学农，同时也拓展其他的
学生社会实践。这个基地在现有基
础上计划扩容，增强功能，利用金山
区周边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服
务业等产业布局，以基地为中心，把
劳动教育课程建在企业和社区中，
创建更多学生喜闻乐见的实践场
所。而幼儿园的田野课程，也是劳
动教育的启蒙。

据了解，市教委将依托学生校
外活动联席会议制度联动各委办
局，进一步整合农场、企业、职业
院 校 、科 研 院 所 、社 区 街 道 等 资
源，建设都市农业、先进制造、现
代服务、文化创意等系列劳动实
践基地。

有高校本科必修劳动教育
“反对不劳而获、娇生惯养，在

大学阶段应该强化劳动教育。”上海
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说，每年
开学报到，经常看到家长扛着行李
进宿舍，学生则理所应当地跟在后
面。“今后，学校不再容忍这种情况，
劳动教育要从点滴做起。今年开学
报到，如有志愿者发现这类情况，将

提示学生‘自己扛行李’。”
今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上海

财经大学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发布劳
动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上海财经大
学新时代劳动教育行动计划（2020—
2023）》。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劳动
教育为学校本科生必修课程，不少
于 32 学时。学校教务处牵头制定

《上海财经大学本科生劳动教育课
程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自2020级
新生开始施行。同时，通过学年内
设集体劳动日、集体劳动周，安排学
生定期参加集体劳动，利用学校“千
村调查”项目，设立“田间课堂”等实
践课程，让日常劳动贯穿学习生活
全过程，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

校园内外，家乡本土，都有劳育
天地。老家在贵州的上海财经大学
本科三年级学生李一鸣是共青团雷
山县委员会一名志愿者。疫情期
间，他参加社区卫生清洁、采摘香
菇等助力防疫和复工复产活动，并
作为支教团成员辅导当地留守儿
童课业。“香菇种植在较陡的山上，
经过劳动，我深刻感到‘粒粒皆辛
苦’，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千村调
查’、支教等活动也让我们更充分
了解中国国情。”

在徐飞看来，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五育并举，就是要弘扬劳
动精神、劳模精神、奉献精神、工匠
精神、科学精神这五种精神，将生产
性劳动、服务型劳动、创造性劳动有
机结合，智慧地安排，与思政课程、
通识课程有机结合起来。

劳模进校园，劳育最在行。上
海正探索建立劳动教育教师特聘
制度，鼓励各条战线优秀人物、各
行各业专业人士和能工巧匠进校
园上劳动课。譬如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特聘全国劳模包起帆，每年
为全体新生讲授“明天你也是劳
模”的生动一课，用过去几十年的
创新经历告诉大学生们“什么是
劳模精神”。

完善课程体系形成完整链条
“父母希望我多学些技能、照顾

好自己，不过上大学前文化课课业
较繁重，这段时间留在广东老家远
程学习，我承担了更多家务，也获得
很多乐趣。”上海财经大学本科一年
级学生宋昊玥，近期坚持为家人做
晚餐，练就一手好厨艺。“‘幸福的生
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劳
动最光荣》不仅是从小就会哼唱的
儿歌，对我来说，幸福是看到我的劳
动成果，父母放心的神情和弟弟崇
拜的眼神。”

上海市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
建设始于 1988 年，编制了《上海市
中小学劳动技术学科课程标准》及
基于此的中小学劳动技术教材。
今年 3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意见》及此次上海颁布的

《实施意见》，均对学校劳动教育提
出明确要求，如构建综合性、实践
性、开放性、针对性的劳动教育课
程体系，建设完善中小学劳动教育
必修课程，开发学校劳动教育特色
课程等。

为了进一步落实新时代劳动教
育的相关要求，今年伊始，市教委教
研室又启动并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劳
动教育课程体系的重构与完善，真
正促进学生在劳动观念、劳动情感、
劳动能力、劳动精神上得到切实发
展，共同营造“劳动最美丽、最光荣、
最崇高、最伟大”的社会氛围。市教
委教研室党总支书记、副主任纪明
泽说，在课程实施上，在原来劳动技
术课程与家庭劳动、学校劳动、社会
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完善课程体
系，形成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完整链
条，形成全面、客观的真实性、过程
性、表现性评价，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中。 ■许沁 徐瑞哲

据文汇报 在上海，有没有感觉
天更蓝、水更清，身边的健身步道
更多了，家门口的健康服务设施也
更好了？近日召开的“健康上海行
动实施一周年”新闻发布会公布了
一系列事关 2400 万市民民生福祉
的“健康新成果”：已完成首批22家
区域性医疗中心认定；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已增加到约2.37平方米；到
年底全市将建成智慧健康驿站超
过200家……

2019 年是健康中国行动的启
航 年 ，在《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 年）》7 月出台后，上海
率先响应，于8月28日出台我国第
一个省级中长期健康行动方案《健
康上海行动（2019-2030年）》。

“健康上海行动”推进一年来，
本市的健康服务能力稳步提高，健
康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健康环境持
续改善，健康产业进一步发展，居
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保持世界领
先水平。

首批40个项目成效明
显，锻炼的人多了，吸烟的
人少了

这是一张关于“健康上海行
动”的成绩单。上海市卫健委主任
邬惊雷昨天披露：上海户籍居民人
均期望寿命已达83.66岁，上海地区
婴儿死亡率为 3.06‰，上海地区孕
产妇死亡率3.51/10万；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人口比例提高到 42.8%；市
民健康素养水平“12年连升”，达到
32.31%；成人吸烟率“6年连降”，下
降为19.7%；空气质量指数（AQI）优
良率为 84.7%，城镇污水处理率达
到96.5%。

“一年来，市民健康获得感和
满意度进一步增强，为上海打造全
球健康城市典范奠定扎实基础。”
邬惊雷介绍，《健康上海行动》方案
出台伊始，市健康促进委就对接群
众健康需求，启动实施首批40个健
康上海行动重点项目。目前，首批
40个项目进展顺利，成效明显。

例如，向全市 800 多万户居民
家庭发放居家健康知识读本，提升
全民健康素养；推出全国首个省级
健康地图“健康上海全景电子地
图”，信息涵盖公共卫生、体育健
身、市容绿化等领域；推进市民健
身场所建设，一年来在公园、绿地

和社区中新建改建112条市民健身
步道、76个市民球场、345个市民益
智健身苑点；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已完成第一批22家区域性医疗
中心认定，其中 9 家医疗机构通过
三级乙等医院评审；开展社区智慧
健康驿站建设，全市已累计建成标
准化智慧健康驿站 150 余家，年底
将超过200家，提供健康自检自测，
满足居民就近获得健康服务需求。

首发40个区域特色项
目，凸显“民生体感”

“健康上海行动”着眼于全面
提升健康上海建设能级，全方位、
全周期、全领域保障市民健康，行
动方案由市委、市政府40多个部门
共同编制，充分体现了“健康融入
万策”的理念。

多部门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的
“健康上海行动”，在这次新冠疫情
防控中显示出强大战斗力。为将

“防疫经验”转化为上海 2400 万市
民的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市
健康促进委联合市文明办在全国
率先向市民发出使用公筷公勺的
倡议，120 多名市政协委员联名提
案，积极推进公筷公勺使用，全市
2.5万余家餐厅表示要推广使用公
筷公勺。

值得一提的是，各区还研究制
定了具体行动方案。市健康促进
委最终确定“健康上海行动首批40
个区域化特色项目”并于昨日首
发。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浩表示，40
个项目均体现区域化特色，从多方
面满足市民的卫生健康需求，注重

“民生体感”。例如，黄浦、杨浦、
松江等区关注楼宇白领、生产型
企业、园区等不同类型企业职工
健康；虹口、普陀等区关注老年人
和残疾人的健康问题。结合自身
情况，闵行区推出居家护理新项
目等。

正逢“健康上海行动”落地一
年之际，昨天，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上海广播
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主持人何婕被
受聘为“健康上海行动推广大使”。

邬惊雷表示，下一步，“健康上
海行动”将与“十四五”规划紧密衔
接，紧扣全市公共卫生大会精神，
成为未来 10 年健康上海建设的任
务书、时间表、路线图。 ■唐闻佳

据解放日报 今年1-7月，上海
共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研
发中心11家，累计落户上海的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分别达
750家和472家。这是日前上海市-
英国经贸合作圆桌对话会暨“上海·
云见”投资黄浦推介会传出的消息。

1-7 月，上海实际使用外资
120.57亿美元，同比增长5.3%；7月
新设外资企业 598 家，为今年以来
单月新设外资企业数量最多。这
些数据都充分表明外资企业坚定
看好上海的决心和信心。

作为上海重要的经贸合作伙
伴，上海与英国在金融服务、文化
创意、专业服务、教育旅游等领域
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今年上半
年，英国对上海投资0.87亿美元，同
比增长223%，继续领跑欧洲国家。

据悉，今年以来，市区两级政府已
梳理汇总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
发中心反映的相关问题553个，已解
决546个，问题解决率98.7%。■唐烨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保持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