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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12家美术馆
可凭个人信用免票优先逛

上海举办国际婚礼时尚周

助力打造中国婚庆产业中心
“2018 中国·上海国际婚礼时

尚周”12月7日揭幕，成为上海的又
一张城市名片。

本次时尚周包括开幕式、2018
上海婚礼采购节、海洋之恋邮轮婚
典、全球婚礼（旅拍）目的地项目/全
国景区婚礼分享论坛、2018全球婚
纱摄影、婚礼微电影优秀作品品
鉴、2018 国际婚礼时尚颁奖盛典、
全球顶级奢华婚纱品牌品鉴会、上
海国际婚礼文化节之优秀案例展
示等众多活动。

据介绍，截至 2017 年底，上海
已注册婚庆公司、婚纱影楼、婚礼

会馆、创意产业园区约 2300 家，实
现产值约 400 亿元，已经成为全国
规模最大的婚庆产业及优秀行业
人才集聚地，海派婚庆文化对全国
婚庆行业的影响力巨大。

今年的国际婚礼时尚周上，全
国各地及海外300多家婚庆专业机
构团体、100 多家婚庆产业链企业
以及一千多名专业观众共同参
与。开幕式上展现了我国畲族、裕
固族、赫哲族、土家族、羌族等传统
民族婚礼以及希腊、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泰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传统婚礼。

漕溪路长租公寓正式开工
12 月 7 日，位于徐家汇田林

板块的上海漕溪路长租公寓正
式开工。规划建筑面积约 2.9 万
平方米，主要面向青年白领、家庭
型消费者等群体。户型具有“小、
独、共、全”的特点。一居室占到
总量九成，使用面积虽然只有 20
平 方 米 左 右 ，但 配 备 独 立 起 居
室、卫生间。公寓每层还设置少
量两居室。据透露，明年第二季
度将发布样板房方案，供市民投
票选择。

地块内将设共享健身房、共享
书吧等，举办各类主题活动，配备
城市会客厅、运动场、社区食堂等
公共配套设施，满足租户社交、娱
乐等需求，打造现代化共享社区。
周边生活配套完善。

长租公寓还纳入智能科技理
念。租户只需通过手机就能完成
进门、缴费等基本需求。同时，引
入华为智能终端系统以及健康生
态、环境生态、厨电生态、路由网络
等智能家居产品。

凭个人信用，上海12家美术馆
可以享受免票优先入场。中华艺
术宫、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等
12家美术馆先行试点“全民诚信优
享美术馆”。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市信用平
台及信用上海 APP 作为信息和技
术支撑的载体。市信用平台是本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
承担信用信息互联互通的枢纽作
用，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正式开通
运行。市民可以通过信用上海
APP 查询个人信用分数，如果达
标，便可以预约相关美术馆活动，
享受免票优先入场、专场导览等

“福利”。
12家美术馆为中华艺术宫、刘

海粟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
馆、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上海油
画雕塑院美术馆、上海复星艺术中
心陆俨少艺术院、上海民生现代美
术馆、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上
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上海梅尔尼科
夫美术馆。

一根健康热线里的“上海温度”

■江浦阳
光职业康复援

助服务社遗失非正规就业劳动组
织 证 书 正 、副 本 ，认 定 注 册 号 ：
2009100201，特声明作废。

■上海市杨浦区赢博百货店
遗失上海市国税通用定额发票（一
联 伍 拾 元 ）50 份 ，发 票 代 码
131001227952， 发 票 号 码
01560851-01560900；上海市国税通
用定额发票（一联贰拾元）100 份，
发票代码 131001227852，发票号码
01598101-01598200；上海市国税通
用定额发票（一联壹拾元）100 份，
发票代码 131001227751，发票号码
00695551-00695650；特声明作废。

■上海得胜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上海市国税通用机打平推
式发票（三联无金额限制）45份，发
票 代 码 131001223361，发 票 号 码
24914256-24914300，特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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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有问必答、突发事件
解疑释惑，上海市民从一根健康热
线里，感受到“城市温度”。市卫健
委近日传出消息：作为全国最早开
通的卫生热线之一，“上海12320”自
2006 年 12 月 8 日设立至今，12 年来
接听市民来电400多万个、为市民发
送短信 1300 多万条，在人员规模和
承接市民来电诉求等方面均为“全
国之最”。

24小时无休的健康顾问
今年 80 岁的赵先生，是“12320”

铁杆粉丝。从2011年第一次拨打热
线询问妻子经常咳嗽该如何保养，
到 2015 年他自己患了带状疱疹、询
问治疗后康复措施，如今患上高血
压的他又一次拿起电话，“我最相信
12320！”

“铁粉”的形成，得益于功底扎
实的专家与话务员团队。明晶，是

“12320”第一批话务员。她还记得，
刚工作不久接到来电：“我好像把体
温计里的水银吞下去了，怎么办？”
原来，一位孕妇晚上发烧，嘴里含着

体温计时跟家人说话，一不小心把
体温计咬碎，误吞一点水银。明晶
训练有素，立即告诉她：“别紧张，喝
一些牛奶，牛奶蛋白可以中和汞。
同时开窗通风，地上散落的水银用
密封罐子装好交给小区居委会。如
感到不适，及时去医院检查。”事后，
这位孕妇和她丈夫来电感谢：“12320
真好！”

“做上海市民的健康咨询顾问，
我自豪！”明晶和她的同行如是说。
这些年来，他们小小的自豪，成为大
大的骄傲：禽流感、甲流、埃博拉、寨
卡……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话务
员们都在“第一线”，向市民传递权
威信息，让市民安心放心；全面二
孩、家庭医生签约、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保障……每一项卫生政策出台，
他们向社会传达政府声音，助推政
策落地，让千家万户获益，感受暖暖
的“上海温度”。

“又到冬季，最近询问心脑血管
病预防保健的电话又多了起来。”明
晶告诉记者。市健康促进中心的

“12320”话务大厅，电话铃声此起彼

伏。据悉，话务采用现代计算机与电
话集成的呼叫中心系统，50多位接受
过专业、严格培训的话务员，与100多
位由医学专家、医学生组成的志愿者
团队轮流坐班，全天候24小时提供咨
询服务。

确保处理市民诉求“零遗漏”
“我们陪家人看病时，能不能吃

上热饭热菜？”市民陈先生惊喜地发
现，他的意见很快被家附近的那家医
院接受了：营养科推出温馨服务，每
天中午提供热腾腾的“小锅菜”。“在
社区陪儿子打疫苗，发现人很多、有
点乱，能不能改进一下？”市民王女士
的建议没多久就有了回应：常去的那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自动取号
机，还有志愿者协助人工叫号，接种
秩序井井有条。

据悉，2012 年“上海 12320”在全
国最早承接“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
医疗卫生“工单”。每天，话务员们都
会接到 200-300 个“12345”的工单，
涵盖方方面面的建议、意见、投诉等，
涉及医疗卫生全系统。以最快速度

传递公众意见、第一时间反映百姓呼
声，“上海 12320”大大缩短了市民诉
求处理的应答时间。

市健康促进中心12320热线办公
室主任杨建军介绍，目前热线与上海
医疗卫生系统90多家单位一起构建

“市民诉求快速处理服务体系”，实现
“普通问题即时解决、一般问题当日
解决、复杂问题 5 天解决、重大问题
15天解决”的目标，确保规范处理市
民诉求“零遗漏”，做好卫生政务的

“总客服”。
市健康促进中心主任顾沈兵说，

热线来电分析发现，市民健康素养仍
有短板，健康信息获取的途径也存在
缺陷。传统“点对点”的健康教育远
远不够，探索互动创新的健康传播方
式成为必须。而今，热线以电话和短
信等传统平台为基础，联合市卫生健
康 委 官 方 微 信 微 博“ 健 康 上 海
12320”、社区服务专网平台与 IPTV
以及每年举办的各项健康义诊、健康
大讲堂等，实现线上线下全方位互动
式传播，共同构筑上海卫生健康服务
品牌体系，提升市民健康素。

爱打游戏的孟楠，喜欢唱歌却
要天天补课的林菁菁，缺少家庭温
暖的“富二代”马昊文……十三四
岁的年纪，这群青春期的少年如何
学习生命与责任这一人生课题？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年终新
戏《寻找》直击成长过程中的叛逆、
隔阂、烦恼及梦想。近日，《寻找》
举行社会开放日，并将于 12 月 15
日、16日在上海金山文化馆首演。

三位小主人公有各自的成长
环境，不同的“成长的烦恼”下，他
们一起踏上了离家出走的路，开始
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冒险”。该剧
编剧邵宁说，《寻找》来源于女儿的
现实生活，剧中主人公就是身边每
一位中学生的真实人物缩影。“我
觉得儿童剧是五彩斑斓的，不论是
美好的还是沉重的，希望这部剧可
以吸引孩子、打动孩子。”

该剧导演栾岚认为，《寻找》
所涉及的话题是沉重的，但是也
是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是青
春期的一声叹息。“我更希望通过
舞台呈现，通过剧中加入的流行
元素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栾岚
说，虽然是现实题材，但该剧舞台
表现用了不少写意手法的空间处
理，寓教于乐。

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兼
艺术总监蔡金萍表示，现实题材
的儿童剧一直是剧院创作的主
流，剧院希望将此传统传承发展
下去。“《寻找》，其实是在寻找生
命的意义，希望这部剧作为一座
桥梁，连接学校、家长、孩子、老师
的心。”

你一定用枸杞子泡过茶、炖
过 汤 ，但 你 吃 过 嫩 绿 的 枸 杞 藤
吗？在浦东新区书院镇塘北村的
月忠家庭农场，这里的家庭农场主
蒋月忠与众不同，种出的枸杞不采
果实，只摘嫩藤。最近，新鲜的枸
杞藤上市了，听说一直能尝鲜到明
年四月。在浦东乃至上海种枸杞
藤的农家数量都不算多，书院镇本
地村民已经抢先尝到了碧绿生
清、苦中带甘的嫩藤头，你还等什
么呢？

蒋月忠是书院镇的种田“女强
人”，每年光种枸杞藤都能赚 25 万
元。这几天降温了，65岁的她正忙
着给大棚穿上“保暖衣”以防霜
冻。大棚里，枸杞头冒出地面大约
二寸高，疏密相间，煞是可爱。“枸
杞这么矮，能收到枸杞子吗？”记者
好奇地请教蒋月忠，她爽朗笑道：

“伲书院镇的农家人不收果子，只
采‘嫩头’”。“那市场上好销吗？”

“很好销，能吃‘苦’的市民都喜欢
吃枸杞的嫩头，虽然有些苦味，却
有清凉解毒的功效。”

问答之间，蒋月忠手里的活
也没停下，她操着一把小小的割
刀，在枸杞藤间来回飞舞，熟练地
割下了一把又一把嫩茬。“这是最
好吃的一段，做冷菜、炒热菜都好
吃，肥嫩爽口还有药用功效。”蒋月
忠介绍说，有时候农村人脸上发点
小痘痘，吃了它，就会好许多。”为
了让枸杞藤的叶片肥厚鲜嫩、爽滑
可口，大棚里还安装了现代化滴
灌 等 农 业 设 施 ，并 且 施 用 有 机
肥。枸杞藤品尝季将一直持续到
明年春季。只吃过枸杞子，没尝
过嫩藤头的市民不妨在市场上选
购一二。

12月7日，第六次世界中西医结
合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致力于促
进我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结
合，为探索人类的健康与疾病提供
新思维，是中西医结合学界的最高
学术盛典。

本次大会以“中西医结合，构建
人类健康共同体”为主题，汇聚了来
自中国、美国、日本、法国等13个国
家和地区的专家；对于更好地促进
中医药与西医药融合，推动新时代
中西医结合向更高水平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香美表示，
中西医结合医学伴随新中国成立
而诞生，伴随祖国强盛而壮大；中
西医结合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工
作方针。

国内外 3000 余人参加大会，百
余位专家就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历
史、前沿技术、不同专科领域内的临
床和基础研究进展进行交流和研
讨。大会设置10个分会场，涵盖9个

专委会，包括肾脏病、心血管病、皮
肤性病、医学美容、肝病、消化内镜、
神经外科、传染病、重症医学专委
会，同时将新成立1个专委会养生专
业委员会，内容涵盖基础、临床、药
学等多个专业领域。22 个大会报
告，172个专题报告，380份壁报……
多种形式为国内外同道提供近距离
学习、深度交流的机会，搭建友谊与
合作的平台。

会议同期颁发“2018 年度步长
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
奖”。经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
技术奖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
初审和终审，评出获奖项目共 46
项。经会前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意
见，在对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的一
系列重要问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
会议发布了《2018 年世界中西医结
合大会宣言——中西医结合，为构
建人类健康共同体而奋斗》，期望
更多同仁携手推进中西医结合事
业的发展。

舞台剧《寻找》关注青春期少年

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在沪举行
正是枸杞藤尝鲜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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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全力打造民营经济创新活力高地

着力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持续深入开展
“四办”（即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和“四减”（即减少办事事项、减少办事环节、
减少办事时间、减少办事材料）行动。

营造人才成长良好环境。积极深化人才
服务“无否决窗口”，配合建设中国上海人力
资源产业园东部园区，打造创友会和高校校
友联盟，助力民营企业人才发展。加大对重
点专业领域民营企业家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力
度，鼓励民营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参与高级研
修、急需紧缺、岗位素质等项目培训，对培训
项目给予补贴。对民营企业人才，本市无房、
需租房居住的，给予货币化补贴或入住人才
公寓。

提供全方位、集约化、高效能司法保障和
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从加大产权
保护、防范金融风险、兑现胜诉权益等12个方
面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保护企业
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加强对民营企业和企业
家正当财富和合法财产的保护，严格区分违
法所得和合法财产、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

产、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依法
维护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打造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
合一”综合审判升级版，推进知识产权民事案
件简易程序庭审方式和文书样式改革，在创
智天地、长阳创谷等科技园区设立杨浦法院

“双创”巡回审判点，畅通服务渠道，就地化解
矛盾，减少企业诉累。

促进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合作共赢。鼓
励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鼓励民营企业与区属国有企业通过资本联
合、优势互补、产业协同、模式创新等参与区
域双创、滨江开发、社区商业以及养老服务
等，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可获得控制权。

提升民企国内外创新要素的配置能力。
强化“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动机制”，围绕

“区域间创新券通兑通用、入股型科技成果转
化、产业联盟及基金建立”等具体领域，开展
项目探索研商，争取尽快形成一批合作项目
框架，帮助民营企业对接长三角创新资源和
开拓市场。 ■张蓓

12月6日，上海杨浦区发布《杨浦区关于全面提升服务效能打造民营经济创
新活力高地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上海市
精神的基础上，聚焦提升政府服务效能、进一步增强区域民营经济创新活力，提
出了一系列特色化的政策、机制和举措，全力打造民营经济创新活力高地。

持之以恒扶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

实施“星火燎原计划”。设立“高校科研
成果转化基金”，以成果转化机构为纽带，以
政府投资基金为引导，吸引与科研成果领域
相匹配的社会机构投资参与，助力高校科研
成果产业化，首期聚焦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
域，精选 10-20 个具有成果转化前景与市场
价值的专利进行转化，力争支持一批民营企
业自主创新。

实施“梦想起航”及“天使召唤”计划。设
立“梦想天使引投基金”，“梦想起航”重点资
助种子期科技型小微企业，资助孵化及初创
期民营企业发展；“天使召唤”主要支持“梦想
起航”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和投资优秀的天使

投资子基金。
实施“投贷加速计划”。鼓励商业银行和

投资机构开展投贷联动，在前期“科创保”试
运行成功的基础上，重点实施“贷投联动升级
版”和“小银团”创新融资模式，通过给予合作
金融机构“风险贷款鼓励金”的形式，支持和
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小微创新科技
企业提供债权融资服务。

充分发挥引导资金的乘数效应。设立人工
智能创业投资服务联盟以及人工智能创业投资
母基金。与创业接力等机构深度合作，组织开
展大企业、天使投资等与初创小微企业对接活
动，促进创业企业获得更多融资和发展机会。

在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的总体思路上，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坚持不懈推动国资、民资、外资合
作共生、共同发展，坚持不懈促进国资、民
资、外资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将支持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作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实现

经济提质增效、加快城区功能转型和新旧动
能转换的重要抓手；努力营造公平的发展环
境。着力完善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完善普
惠公平的产业政策体系，搭建畅通的政企沟
通渠道，成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贴心
服务人。

构建精准化的政策扶持体系
着力降低企业办公用房成本。鼓励民营经

济总部型企业入驻发展，经认定给予最高1000
万元的购房补贴或最高 500 万元的租房补贴。
对符合“两个优先”产业导向的民营企业，经认
定给予购房补贴或租房补贴。建立区双创保障
性功能载体运营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入驻企业，
租金价格原则上为同片区同档次同类用房市场
评估价格的30%-70%。

着力降低要素成本。积极开展“三项代理”
（即：企业登记代理、税务代理、记账代理）服务，
通过政府集中购买服务，在源头上指导、规范创
业初期小微企业的日常财税管理活动，降低初

创企业的经营成本。
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发挥好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专项资金的作用，
每年安排不少于10亿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企业
公共服务体系和重点项目建设；实施好基于商
业模式创新和风险投资评价导向的双创小巨
人评选政策，形成双创小巨人企业库，给予认
定企业100万元无偿资助；支持高校、科研院所
与企业合作建立以应用技术研发为核心、以科
技攻关项目为主体的产业技术研究院（含中
心、实验室），对就地转化的项目给予 20%最高
不超过200万元的资金资助。

支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