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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据文汇报 上海市杨浦区日前启
动“东上海人才港”建设，并同步发布
系列重磅人才政策。记者获悉，作为
杨浦区“人才秀带”重要一环，“东上
海人才港”在建设中将聚焦“政产学
研金服用”七类要素，全方位布局科
创策源综合服务平台、长阳秀带在线
新经济生态园、高品质人才社区，打
造集聚全球教育、科技、人才要素，面
向全球、服务国际的前瞻型一站式人
才服务综合平台。

淞沪路605号作为“东上海人才
港”核心载体，以“人才港湾 汇聚英
才”为设计理念，在外部空间打造“东
上海人才港ESTP”港湾形象标识，建
设“人才秀带广场”；在内部空间，发
挥“一屏观天下”人才大数据赋能作
用，围绕“服务核、共享核、办公核”三
大主体功能定位，设置“人才服务、出
入境服务、医保服务、企业出海服务、

3310专窗服务、涉外法律咨询”等多
部门联动贯通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大
厅；植入“创业之星大赛路演厅、全球
外籍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北欧创
新中心、人才会客厅、人才共创会议
室”等复合功能空间，为高端人才及
其团队搭建高效实用的交流共享与
科创策源新载体。

人人馆作为“东上海人才港”海
外人才驿站，紧跟杨浦重点企业、产
业、人才未来向滨江一线集聚的发展
布局，面向全球顶尖人才打造“类海
外”服务场景，依托“以才引才”吸聚
效应，打造人才高地新地标。

未来，“东上海人才港”将形成
“人才服务—科创策源—成果转化”
三角矩阵，为“科学家、企业家、投资
人”搭建高效协同的成果转化桥梁，
通过打造以高品质人才社区为引领
的“科学家社区”“国际人才社区”“青

年人才社区”三位一体人才安居新体
系，助力杨浦成为全球人才创新创业
的“首选地”。

会上，杨浦区结合“十五五”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面向全球发布急需紧
缺人才目录“征集令”，在智能制造、
创意设计、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快建立
完善急需紧缺人才培养、引进、激励
等制度举措，更好营造人才高效配置
的优质生态，为杨“数”浦新质秀带创
新区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为赋能优秀人才的创新力，“上
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杨浦”创
新人才实践基地也于当日揭牌，将通
过举办顶尖学术论坛、协同联动培育
人才、提供专业智库支撑、联合开设
研修课程、助力前沿项目引进等方
式，探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
人才引育与实践实训体系，进一步推
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 ■刘力源

杨浦区启动建设“东上海人才港”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 7 日发布信
息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8 日起，5 年以下（含 5 年）和 5 年以
上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分别下调至 2.1%和 2.6%，5 年以下
（含 5 年）和 5 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
房 公 积 金 贷 款 利 率 分 别下调至
2.525%和3.075%。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5 月 8
日（含）以后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执行新规。8日前已发放的未
到期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自2026年
1月1日起按新规执行。

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进一步降
低房贷成本。对于100万元本金、30

年期、等额本息的公积金贷款，政策
实施前月供为 4136 元，实施后为
4003 元，减少 133 元。同时，总还款
金额（本金+利息）从过去的148.9万
元变为 144.1 万元，直接减少约 5 万
元。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
严跃进表示，当前降息符合预期，能
更好发挥公积金贷款的惠民和支持
楼市消费功能。

全国多地公积金贷款新政落地，
贷款到期年龄上限调整。记者从上
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上海从今
年1月1日起已经进行了相关调整。
根据上海住房公积金网1月3日公布

的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长可贷年限
包括“公积金贷款最长期限不超过申
请人法定离退休年龄后5年”。

此次调整是与国家渐进式延迟
退休政策协同适配。按照《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
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我国
自2025年1月1日起，逐步将男职工
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到
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
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到55周
岁、58周岁。

这意味着，上海公积金最长贷
款年限将变为男职工 68 岁、女职工
63 岁。 ■宗禾

据文汇报 5月10日起，新修订的
《婚姻登记条例》施行。自此，婚姻登
记实现全国通办，新人领证不再需要
户口本。

这一重要改革直击部分超大城
市大量人口流动带来的异地登记需
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国跨省流动人员逾1.25亿、省内流
动人口逾 2.5 亿，仅上海外来常住人
口达 1000 多万，占全市总人口数约
40%，每年还有大量来沪的旅游人员
和外国人、港澳台居民。

新政施行后，在上海工作、生活甚
至短暂停留的居民，凭身份证就近办
理婚姻登记，政策惠及面大幅提升。

服务窗口便利化只是第一步。
各方期待，文旅资源丰沛的上海能率
先试水“旅游婚登”新业务，为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新动能。

公共服务“随人走”
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看似是个

小变化，却是婚姻登记制度迈出的一
大步。

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负责人认
为，这意味着，我国施行了70多年的
婚姻登记制度彻底打破了“户口管
辖”这一传统模式，这不仅映射出行
政服务理念之变，更照见了社会人口
结构之变。

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是新中国首部法律，其确立
的婚姻自由原则影响至今。为确保
登记准确，配套法规在后续修订中加
入了婚姻登记时当事人须提交单位
或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
证明等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
动加快，异地婚姻登记需求愈发旺

盛。2003年，婚姻登记制度迎来重要
变化——《婚姻登记条例》颁布实施，
将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
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
婚姻状况证明改为由当事人本人就
其婚姻状况作出声明并承担相应的
民事法律责任，这是婚姻登记制度的
重大创新。

如今，每年约600万对的全国婚
姻登记将彻底打破地域限制，这背后
体现出“公共服务‘随人走’”的理
念。然而，要确保全国通办改革“放
得开”又“接得住”，关键在于数据信
息的共享互通。

以上海为例，在全国率先探索婚
登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人脸识
别、指纹认证、电子签名、婚姻状况一
键查询，提升婚姻登记的准确性和安
全性。在此基础上，上海渐次推行全
市通办、跨省通办，直至全国通办。
每一步变化，都伴随着数据对接、档
案互通、信息共享。作为全国涉外婚
姻登记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上海还主
动加强与驻外使领馆、公安机关、法
院等部门信息共享，争取“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奔波”。

城市文旅“一盘棋”
婚姻登记的便利化不仅服务民

生，更为城市文旅经济打开新空间。
以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为契机，作为重
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的上海，能否开拓
旅游婚登新业务？

眼下，上海正积极打造婚登新场
景。放眼全市，部分婚登机关迁入历
史保护建筑、公园、特色文化小镇以
及甜爱路、幸福里等“甜蜜地标”。从
事旅游行业多年的市人大代表周卫

红认为，这些空间场景的浪漫营造值
得肯定，但显然，只靠这些还远远不
够。

从邮轮、浦江游船、上海中心到
和平饭店，这些具有上海城市标识度
的地点能否成为颁证地点？在周卫
红看来，新人远道而来，不仅要额外
掏出路费、住宿费，还要承担婚登跟
拍等配套服务的溢价。倘若想吸引
他们舍近求远，选择上海作为旅游婚
登目的地，就要体现其独特价值。以
打卡地点为例，可为不同地标赋予意
义，串珠成链。比如，在浦江游船打
卡，寓意“幸福如江水延绵不绝”；在
上海中心颁证，寓意“幸福永远在最
高点”等。

城市文旅资源也要充分联动互
通。建议不妨以“票根经济”为蓝本，
聚焦婚姻登记进行配套设计，包括享
受和平饭店等高品质酒店优惠、周边
区域停车限时免费等。

旅游婚登服务链中，婚纱摄影是
重要一环。城市漫步中，周卫红发
现，光线较好的落日时分，不少婚纱
摄影团队扎堆于外滩源、苏州河边，
彼此互相影响，体验堪忧。“婚纱摄影
能否推出‘官方取景框目录’？”她建
议，倘若匹配推出客流监测服务，或
许能让摄影团队灵活调整，也让更多
新人觉得“值回路费”。

政府引导、需求倒逼之下，更多
社会力量有望入局。周卫红以自身
所在的春秋旅游集团举例，其旗下的
观光巴士也能成为新人婚登照的“流
动展示区”。纵观海外，不时有新人
将结婚公告登报展示，流动巴士也能
融入旅游婚登服务链，让新人“把幸
福洒满上海的大街小巷”。 ■王嘉旖

据文汇报 全国首个以“工匠”
命名的学院上海工匠学院 11 日迎
来首届学历班毕业生，共有 56 名来
自各行各业的工匠和高技能人才顺
利毕业。同日，上海工匠学院启动
新一届工匠学历班招生，以此推进
产教融合与创新实践，加快培养新
时代大国工匠。

上海开放大学校长贾炜介绍，
新一届工匠学历班拟招收 200 名
学员，名额比首届翻了一番。在
延续机械电子工程与行政管理两

个传统优势专业的基础上，新一
届工匠学历班新增人工智能与人
力资源管理两个紧贴时代需求的
专业，进一步丰富学员的职业发
展路径。

2017 年，上海市总工会与上海
开放大学联合成立上海工匠学院，通
过“工匠研修班”“匠心学堂”以及“工
匠学历班”三大品牌项目，将前沿科
技知识与工匠精神传承深度融合，助
力学员实现从“技术能手”到“复合型
人才”的跨越。 ■王星

新一届工匠学历班招生启动

旅游婚登或成文旅新风口

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下调
公积金贷款最长期限不超过法定离退休年龄后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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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从“杨树浦”到“杨数浦”——

“科创风景”，如何成为“民生风景”

“量子城市”，虚实相
生——数字技术在杨浦城市
空间规划上点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

2024 年 12 月，“上海量子城市时
空创新基地”在杨浦区复兴岛开启，着
力打造一座“数字岛”“设计岛”“人民
岛”。上海量子城市时空创新重点实
验室揭幕，“复兴智塔”孵化巢台、上海
数字智能孵化基地、上海设计艺术创
作基地等一批市级重点项目都在复兴
岛落地。

就此，数字技术在杨浦城市空间
规划上点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根据建设方案，上海将创新集成
运用各类新型数字化技术，建设虚实
相生、线上线下联动、万物互联感应的
时空数字孪生系统，到 2027 年，全面
提升城市时空智能治理能力，支撑千
行百业垂类应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
时空领域若干产业集群。而复兴岛，
就是这一规划的前沿阵地。

前不久，复兴岛低空直升机航线
开通，标志着在市中心唯一的内陆岛
上，黄浦江商业载人观光体验及复兴
岛至周边区县市的低空载人航线正式
开启。

当天，编号为 B-7613 的双发直
升飞机搭载 2 名机组成员和 6 名乘
客从复兴岛起降点起飞，飞行高度
在 300 米左右，一路经过杨浦大桥、

杨树浦发电厂、渔人码头等杨浦地
标，最终抵达陆家嘴金融城，东方明
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环球金融
中心“四件套”触手可及。“完全是不
一样的视角和体验，从空中俯瞰整
个滨水岸线很震撼，感受到更多杨
浦滨江未来发展的想象。”首飞乘客
表示。

窥一斑而知全豹。数字力量下，
复兴岛的“复兴”，是“杨树浦”向“杨数
浦”加速蝶变的一个缩影。

一“数”推动城区高效运行，为数
字经济的“千帆竞发”保驾护航。

自 2020 年以来，杨浦持续统筹
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应用场景
建设，一批独具杨浦特色的应用场景
落地。

居民、企业关注的“一网通办”，现
已基本形成政务服务大厅、“一网通
办”门户网站、“随申办·市民云”“随申
办·企业云”多渠道融合的政务服务线
上线下服务体系，实际办件网办率超
98.5%，累计上线49个“一件事”服务、
51 项政策服务“免申即享”。移动端
累计上线 255 项惠企便民服务，年度
访问量达9235.7万人次。

“场景革命”赋予生活
“全新的定义”——科技创新
融入街头巷尾，化为浓浓的
烟火气

2023年12月，美团无人机在上海

市区的首条无人机配送航线在五角场
合生汇至凯德·国正中心开航。自此，

“无人机送外卖”这件新鲜事进入杨浦
居民的视野。

2024 年 10 月，杨浦区印发《杨浦
区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试
行）》，支持开设低空航线服务，支持
应急救援、医疗物资配送、违建巡查、
公安巡逻、城市消防、国土测绘、环境
保护等多场景应用。一个月后，杨
浦、金山两区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发
布无人机应急救援、跨海岛物流运
输、环保空气质量检测等新一批低空
经济应用场景。

杨浦滨江岸边，千架无人机带来
“浪漫滨江”主题表演；新江湾城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队放飞“空中城管”，实
现无人机巡林、巡河……从“飞起来”
到“用起来”，杨浦科教资源丰富，民生
场景多元，为数字经济企业的应用落
地提供了沃土。

数字赋能民生，一次次“场景革
命”正在创造数字应用场景，赋予生
活“全新的定义”。

在杨浦，养老生活可以在指尖一
键“升级”。2023 年，杨浦推出“养老
E 顾问”一站式为老服务平台，入驻

“随申办”APP 的杨浦区旗舰店专
栏。点击进入，养老需求一键申请、
养老设施一网覆盖、养老活动一点可
见、养老政策一目了然、养老服务一
站获取。

部分社区食堂已经启用智能称

重设备。“几块肉、几只虾、几口菜”，
放在托盘上就能识别菜品种类、单
价，按量结算，满足“小胃口”市民的
需求。

在 小 区 扔 垃 圾 也 讲 究“ 智 慧
化”。定海路街道的中轩丽苑小区
内，“步入式垃圾厢房”内外配备智能
监控，连接街道城运中心“一网统管”
平台，如遇垃圾错误投放，第一时间
发出语音提醒……

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细流，汇成
了杨浦民生的“智慧”蓝海。科技
创新融入街头巷尾，化为浓浓的烟
火气。

作 为 美 团 无 人 机 上 海 运 营 团
队的创始成员之一，张浩天每天都
和同事们召开复盘会议，仔细研究

航 线 运 行 中 的 各 类 问 题 ，力 求 为
市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无人机配送
服务。

目睹无人机从“小众试点”逐步
成为“大众体验”，张浩天颇为自豪：

“三年前，人们觉得无人机送外卖像
科幻片一样遥不可及，而如今，在杨
浦的公园绿地、科技园区、大学校区，
来往人员都会对着收储柜屏幕扫码
下单了。”

圆心是科技，半径是民生，杨浦
的“创新圆周”正在无限延展。在杨
浦，创新不是孤独的远行，而是群体
的共舞。企业、高校、政府不断深化
合作，让数字经济的“生态雨林”越
来越枝繁叶茂，荫及未来。

■汤顺佳 宗禾

相关新闻

咖啡店提前开业有什么“秘诀”？
组建专属服务群，帮助审查图

纸，提供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
填写及线上系统操作等全方位指
导……日前，一位咖啡店负责人在领
取食品经营许可证时，向区市场监管
局悦“young”工作室工作人员竖起了
大拇指：“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和专
业的老师全程提供指导，让我的店提
前开业了。”

这位咖啡店负责人口中的“这样
一个平台”指的是，悦“young”工作室
今年推出的线上帮办项目——悦

“young”掌上服务厅。
记者了解到，食品经营许可包含

的经营项目种类繁多，许多申请人对
经营项目对应的场地布局规划不清
晰，有时需要来来回回改好几次，对
于一些布局模糊地带，申请人还可能

面临多种选择，往往不知道应该如何
修改。

悦“young”掌上服务厅具备“全
流程云端审图”功能，通过线上组建
专属服务群为申请食品经营许可企
业提供装修前的场地布局规划服
务，“一站式”处理、“一次性”告知。
目前已为自制饮品、非即食肉制品、
酒类批发等多种类型的餐饮服务经
营者与食品销售经营者办理食品经
营许可。

据介绍，下一步，悦“young”工
作室将继续推广悦“young”掌上服
务厅，通过面对面、点对点的辅导
模式，推进许可便利化办理，让更
多企业受益，提高企业的获得感、
满意度。 ■成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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