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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风采

他们，被智能生活“拍了拍”

学习，让老!拥抱智能时代

人大聚焦

人大直通车

    市人大代表（普陀组）开展重大

传染病防控应急物资储备专题调研

本报讯 8 ? 27 日， 普陀区人大常委会组

织部分市人大代表 （普陀组）， 围绕 《关于上海

市重大传染病防控应急物资储备现状及政策建

议》 课题开展专题调研， 市级机关工作党委常务

副书记杨峥，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

理史仲敏等 11 位市人大代表参加， 部分普陀区

人大代表应邀参加。

代表们来到美迪康医用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开

展座谈。 座谈会上， 代表们与市卫健委、 市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 美迪康公司相关负责人围绕疫情

爆发前卫生应急物资储备、 疫情期间卫生应急物

资储备与使用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针

对建立本市重大传染病防控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机

制提出意见建议。 座谈会后， 代表们参观了美迪

康公司生产车间和实验室。

黄浦人大专项视察推进城市精

细化管理情况

本报讯 8 ? 27 日上午， 黄浦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成员专项视察区城市精细化管理情

况，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韩顺芳， 副主

任吴力坚、 屠奇敏、 张芹、 陈菊珏参加。

主任会议成员先后赴打浦桥街道丽文小区、

瑞金二路街道巨鹿小区， 视察“美丽家园” 建设

和精细化管理、 老旧小区“微改造” 项目， 实地

了解小区历史顽症治理、 公共设施系统整治改

造、 物业管理社区共建常态长效管理等情况； 赴

苏州河南岸黄浦段， 了解断点打通、 景观提升和

滨水空间优化改造等工作情况。 随后， 赴南京东

路步行街， 视察“东拓” 建设项目， 听取了步行

街东拓空间格局、 街区风貌、 业态功能和绿植涵

养等方面的整体设计介绍。 同时还听取了黄浦区

着力打造“席地可坐” 精细化作业品牌示范区、

标杆区的工作举措。

虹口人大赴区商务委调研代表

议案办理情况

本报讯 8 ? 18 日， 虹口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佳玉带领区人大财经委 （预算工委） 赴区

商务委调研代表议案办理情况。

调研座谈会上， 虹口区商务委主要负责同志

围绕区现代商贸业发展情况及苏州河以北商业商

贸中心发展规划， 结合年初人代会 《关于对接虹

口三大功能区、 构筑“2+4+X” 产业体系的议

案》 办理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与会人员就虹口区

现代商贸业产业税收完成情况、 北外滩商业策

划、 在线新经济发展前景等话题展开交流。

静安举办《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

讼工作的决定》贯彻落实座谈会

本报讯 8 ? 20 日， 静安区举办“贯彻落

实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的决定》 座谈会”。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震、

曾晓颖以及区检察院、 区委政法委、 区监委、 区

法院、 区人大监察司法委、 区规划资源局、 区生

态环境局、 区市场监管局等十余家单位负责人，

各街镇负责人及多家区内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最高检制作的公益诉讼

短片。 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负责同志汇报了该院

三年来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情况。 区市场监管

局、 区城管执法局、 天目西路街道等三家单位作

了交流发言。

随后， 区检察院分别与区监委、 区生态环境

局签署了 《关于强化公益诉讼加强协作配合的若

干意见》和《关于建立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检察监

督衔接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

□浦东人大供稿

赵雪林， 来自浦东新区金桥开发区

226 选区。 作为一名来自企业的区人大代

表， 赵雪林始终秉持着“行之以躬， 服务

始终” 的工作态度， 急选民所急， 想选民

所想， 真诚倾听， 积极协调， 切实推动解

决选民反映的问题。

在走访选区中， 赵雪林了解到， 陇桥

路 （申江路-?穗路） 作为上汽通用汽车

外面的生产准备车间， 是物料货运车辆主

进出通道。 该道路物料货运车辆流量峰值

达到至少 77 车/小时， 交通通行压力大，

易出现拥堵。

赵雪林会同企业， 与政府相关部门通

过调查研究， 探索金桥开发区区域内可优

化惠民的改进点， 提出相关代表建议。 区

生态环境局经与交警部门协商， 撤销陇桥

路路边停车位， 更改陇桥路交通标线， 将

双向单机动车道拓宽为双向三根机动车

道， 道路北侧设置非机动车道并安装机非

隔离护栏； 将申江路绿化带打开， 申江路

陇桥路路口改建为 T 字型交叉口； 渠化

申江路进道口， 增加一根右转弯专用车道

和一根左转弯专用车道。 这些举措， 缓解

了陇桥路货运车辆主进出通道的交通通行

压力， 减少了道路拥堵。

针对选民反映的地铁 12 号线以及 9

号线的东延伸线仅在金海路站可进行换

乘， 其间无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进行接驳的

问题， 他提出增加金桥开发区公共交通运

输能力， 增设环形公共交通线路， 为居民

日常出行提供更便利的服务。 针对金穗路

至柯桥路新增社会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

车场管理， 他提出， 要加强非机动车停放

点日常管理， 切实规范非机动车停放， 维

护良好市容市貌秩序， 同时为非机动车的

停放提供有序管理， 解决企业和周边群众

停车难问题。 这些建议得到区生态环境

局、 区公安局等重视和答复， 正在推进办

理中。

赵雪林非常重视与选民的沟通， 积极

参加“人大代表接待日” 活动， 倾听选民

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在接待日活动中， 他

详细向每位选民代表介绍自己的代表建议

和政府部门办理的进展情况， 涉及金桥开

发区的道路交通、 地铁运营、 区域安全设

施等。 这些问题引起选民代表们的极大共

鸣， 他们纷纷各抒己见， 反映一些问题和

见解。 赵雪林认真倾听每位选民代表的问

题和建议， 并一一作回应。 活动结束后，

他多次前往相关地点实地考察调研， 与负

责人员沟通， 商讨解决方案， 将选民提出

的问题负责到底。

赵雪林：当!大代表要行之以躬，服务始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曾经， 他们是意气风发的一代。 走入

暮年， 面对科技日新?异， 智能设备环绕

生活时， 他们看着熟悉又陌生的社会， 却

感到茫然， 无助……

如何让老人们不被智能时代抛弃， 如

何学习成为了关键。 今年多名市人大代表

就老年人学习问题提出了建议， 上海的老

年人将如何赶上时代的步伐呢？

现状：老年网民不到一成

今年 7? 28日， 大连地铁 12 号线旅

顺站内， 一名老人与工作人员起了争执，

原因是老人没有出示健康码， 就被工作人

员拦住了。 一边是老人情绪激动， 一直在

解释“我不知道健康码。” 另一边， 是工

作人员反复要老人出示健康证明。

一来二去之下， 双方的误解越来越

深， 矛盾不断升级， 最终只能求助民警协

调。 尽管事后老人承认自己情绪不对并道

歉， 也学会了注册健康码。 但老年人所面

临的和时代脱节问题， 却引起各方更多思

考。

数字化时代的大背景下， 一部手机、

一台电脑就可以办到许多事情， 但这种便

捷对于老年人来说， 却成为了负担。 不少

老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不会使用所

谓的微信二维码， 于是无法上网购物买

票、 不能在网上预约医院……

据统计， 2019 年末， 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超 2.5 亿， 占总人口的 18.1%。 虽

然互联网正持续向中高龄人群渗透， 但到

今年 3 ?， 在我国超 9 亿的网民中， 60

岁及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仅为 6.7%。

代表建议“养教结合”新模式

正所谓活到老， 学到老。 在市人大代

表丁明看来， 老年人幸福的晚年生活不仅

仅是物质上的富足， 更是精神上的满足。

他建议通过“养教” 结合的方式， 让老人

更能融入社会， 提高生活品质。

他认为， 在上海的养老机构里， 目前

活跃着一支送教上门的教师队伍。 他们把

课堂搬进了老人的生活区， 实现了老人

“活到老， 学到老” 的梦想。 据市教委统

计， 上海共建有 470 多个养老结合学习

点， 其中 180多个已建成标准化学习点。

上海首创的养老和教育相结合的模

式， 丰富了住养老人的精神生活， 提升了

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和生命价值。

随着上海老龄化的深度进展， 丁明建

议更深入探索养教结合的养老模式。

首先， 规范养教结合工作。 他指出，

上海已出台养老机构养教结合标准化学习

点建设的指导标准， 各养老机构养教结合

学习点， 应该努力从规范化的要求靠拢这

些标准。

目前民政部门对养老机构的考核缺少

“教育学习” 内容， 缺少相对应的指标要

求， 直接影响了一些养老机构对开展养教

结合工作的积极性。 丁明希望相关部门和

民政部门探索和完善合作体制和运行机

制， 建立政策倾斜和经费保障机制， 确保

养教结合工作。

同时， 他建议以政府购买的形式， 引

入专业社会机构加强养老机构的运行管

理， 由社区学校为教学、 日常管理、 活动

组织等提高支持和帮助。

市人大代表陈崎则建议， 政府出台具

有针对性的鼓励政策， 在社区建设老年大

学 （分校、 学习班）， 满足退休老人的精

神需求。

让年轻人成为老人的“老师”

市教委表示， 本市始终把老年教育作

为民生工程和公益性事业来推进， 建立了

多渠道、 多层次、 广覆盖的老年教育四级

办学网络。

上海利用各类社会资源， 已基本实现

区老年大学、 街镇老年学校和居村委学习

点全覆盖， 加大了社会学习点建设力度，

打造了一批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和体验

站点， 开发了多条终身学习人文行走路

线， 集聚了大量优质课程资源， 为老年人

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场所和资源。

本市鼓励保险机构投资养老与健康服

务产业。 目前泰康养老、 太平集团、 复星

集团分别在上海市投资建设了申园、 梧桐

人家、 星堡养老社区， 通过认缴定额保费

或缴纳保证金等多种入驻方式， 为市民提

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 目前 3个养老社区

内部均已设置老年大学。

下一步， 市教委将继续加快各类社区

资源整合力度， 逐步推进老年教育重心下

移， 扩大服务老年教育的场所。

那么谁来当老年人的老师呢？ 据了

解， 市教委统筹利用各类教育资源， 不断

加强老年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体系建

设， 其中包括以项目或课题为载体， 引导

各高校志愿者积极参与。 例如， 上海师范

大学成立“智慧老人” 公益服务工作室，

努力打造“老年教育服务+老年数字产

品+老年衍生品推广” 的运作模式， 与上

海市老年大学、 上海市老干部大学等单位

有效对接， 将项目的社会实践与学校的专

业实践相结合， 充分利用师范生资源， 在

校内招募了一批师范专业学生担当课程主

讲， 形成了一批精品课程。

此外， 很多学生利用自身特长， 配合

专业教师参与教授老年人技能技艺的助教

岗位， 如学英语、 保健操、 器乐、 书画、

阅读QQ微信使用等课程。

未来， 市教委将进一步发挥各高校专

业优势， 进一步发掘整合各类志愿服务资

源， 培育一批品牌项目， 更深入地服务于

本市老年大学的教育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