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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12 月 1 日电
（记者潘清、王婧媛）“2021 上
海-台北城市论坛”1 日以视
频形式举行。上海市市长龚正、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出席论坛并
致辞。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台北
市副市长蔡炳坤作主题演讲。
　　龚正说，“双城论坛”是两
岸城市交流的响亮品牌，以“新
经济 新发展”为主题的本次论
坛，寄托了两市人民对未来生
活的美好愿景。台北有许多值
得上海学习借鉴的先进理念，
我们期待与台北分享经验、加
强合作。“两岸同胞都是中国
人，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两岸
同胞都是一家人，血脉相连、骨
肉天亲。”我们将继续秉持“两
岸一家亲”的理念，一如既往关
心支持台胞台企在沪发展，为
台胞在上海学习、创业、就业、
生活提供更多便利，为台企来
沪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期
待两地携手努力，共谱双城合
作新篇章，同创美好生活新
未来。
　　柯文哲说，“双城论坛”是
两岸最大城市之间的交流平
台，也是维持两岸关系的重要
通道。通过“双城论坛”，两市彼
此学习、互相借鉴，两岸持续交
流、积累善意、促进互信。两岸
经济往来密切，两岸关系“交流
比断流好，对话比对抗好，友善
比仇恨好”。希望基于互相认
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
合作、互相谅解，推动两岸交
流。展望未来，希望继续为两岸
人民和平相处及两岸关系的和
平发展而努力，共同促成两岸
有意义的对话，共同稳定两岸
关系的长远发展。
　　上海市与台北市分别就

“建筑可阅读”和“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城市数字化转型”的
经验进行分享和交流互动，并
通过“云端”签署交流合作备忘
录。论坛开幕前，两市领导还通
过视频进行了交流，共同表示
期待在疫情之后增进交往，开展面对面交流。
　　自 2010 年以来，“双城论坛”由两市轮流举办，
已成为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累计已签订 39 项
交流合作备忘录。

　　“余老师，这是我们处理大象足部的照片。请问
这种病例，你们以往是怎么处理的？”视频这一头，上
海动物园科研中心主任刘群秀请教道。
　　“大象脚气非常重，清创很重要，需要渐进式地
慢慢来。你们员工训练很到位，肯定可以做得到。”视
频另一端，台北动物园本部研究员余珍芳解答道。
　　台北动物园和上海动物园分别始建于 1915 年
和 1954 年，在亚洲乃至全球都享有盛名。两座动物
园的交流交往由来已久。
　　“从饲养技术到笼舍设计，从经营管理到动物保
护理念的普及，台北动物园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
习。”上海动物园园长裴恩乐介绍，过去十多年间上
海动物园派出了多批技术人员赴台学习，并邀请对
方专家来上海授课。
　　疫情来袭的这两年，电话、邮件、视频成了双方
沟通的“常态”。
　　眼下，两园交流“升级”在即。12 月 1 日举行的

“2021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上，两市将签署三项交流
合作备忘录，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动物园名列其中。
　　“在城际交流框架下，两座动物园将在技术交
流、人员交流和动物交流方面展开更深度合作。”裴
恩乐说，期待未来游客们能在这里体验到更多“双
城”携手的成果。
　　从 2010 年首度举办开始，每年在上海、台北轮
流举办的“双城论坛”，成为两座城市之间重要的机
制化交流平台，两市在这一平台上开展了广泛交流，
相继签署 36 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首届“双城论坛”落幕后不久，上海虹桥至台北
松山航线开通，由此形成的两市“一日生活圈”让众
多在上海打拼的台胞倍感轻松。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双城论坛”首次以视频连
线方式举行，聚焦“城市防疫 智慧经济”主题，两市
在“云端”分享经验、凝聚共识。
　　十多年间，“双城论坛”的众多成果在两座城市
相继落地。
　　首届论坛两市签署文化交流合作备忘录后，“上
海海派文化艺术节”9 次赴台北演出 ，“海上 人
文——— 台北上海书展”连续 6 年亮相台北。
　　从 2013 年开始，台北先后选派千余位运动员到
上海进行训练，涉及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
15 个项目。
　　从姚明赴台参与首届“海峡杯”篮球邀请赛活
动，到两市互派选手参与“上海马拉松”“台北马拉
松”，从社区管理者互访并体验“一日里长”“一日居
委会主任”，到上海图书馆和台北市立图书馆馆员

“互换”……
　　富有成效的城际交流，为上海市民和众多广大
台胞提供了真真切切的“获得感”。
　　“双城”这些年，上海和台北既有热络互动，也有
彼此借鉴。“双城论坛”不仅书写着两座城市的特殊
缘分，也为两岸深化城际交流提供了“样本”。

（记者潘清、王婧媛）新华社上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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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这些年

　　新华社济南 12 月 1 日电（记者王阳）　
“每家都有一两辆车，再加上外来的车，现在
小区车位根本不够，我建议加收管理费控制
小区汽车停放量……”“现在买车、养车压力
已经不小，再加收停车费用大家负担就更重
了……”“我觉得还是再规划一些流动车
位……”
　　在山东潍坊市潍城区西南关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内，记者见证了一场热烈的联席议事
会。会议由小区党支部牵头，业委会、物业企
业、街巷商户、党员和群众代表等参会，会议
主题是解决小区停车难。
　　经过商讨，大家最终决定由社区筹资新
设蓝牙停车和车辆识别系统，3 名从事规划
工作的业主义务重新规划设计，充分利用有

限空间，在小区里又“挤”出了 160 余个车位。
　　这样的联席议事会，在潍城区 100 多个
党群服务站每周定期召开，使居民的角色从

“边上站、边上看”变为“一起议、一起管”。
　　建立“家门口”党群服务站是这里近年来
推行的新举措。据当地党委组织部干部介绍，
潍城区是潍坊市中心城区，一方面老旧小区
多，老年人多，便民服务设施不完善；另一方
面，一批新建小区交付后管理缺位，业主投诉
居高不下。121 处居民小区“家门口”党群服
务站由此而生，旨在使小区居民“事有地说、
难有人帮、怨有人解”。
　　“物业管理难题多，基层党组织不能不作
为。”潍城区南关街道仓南街社区党委书记张
霞说：“通过利用小区公共服务房、物业办公

房、弃管闲置房等资源，建立起实体化的‘家
门口’党群服务站，基层党组织可以协调好居
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居民之间的关系，改
善群众服务，推动解决‘关键小事’。”
　　服务好不好，群众说了算。在潍城区，居
民使用手机上的物业服务评价平台，可对基
层党组织、物业公司等的群众服务打出“好差
评”。潍城区月河社区党委书记陈天虎说：“我
们社区内有的老小区基础设施不完善，雨季
积水、垃圾清理等问题经常让居民有怨气。有
了‘好差评’后，群众的急事烦事都可以在线
提，问题可得到答复或解决，群众还能对社区
党委、小区党支部进行评价，群众满意度越来
越高，党群关系更融洽了。”
　　健全评价体系，倒逼服务提升。潍城区委

组织部对获得好评者公开表扬、进行宣传，
对获得差评者对外曝光、挂牌整改。去年以
来，物业服务“好差评”累计收到群众服务
评价、问题反映、意见建议 1.3 万条，处置
满意率 92.1% ，区物业办联合街道、社区
党组织对差评相对集中的 12 家物业服务
企业约谈，涉及的 30 余项问题已全部整
改完成。
　　“推动组织下移，把支部建到群众身
边，把业委会、物业公司、党员和群众代表、
沿街门店、驻区单位凝聚在支部周围，我们
做群众工作为群众服务才有力量。”潍城区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天宝说：“我们的体
会是，加强基层的党的领导，物业管理这一
民生痛点、治理难点才能够加快解决。”

　　新华社杭州 12 月 1 日电（记者朱涵）　
做检查拍的片子可以在医院通用，残障人士
依靠地图导航能“说走就走”，家门口的大小
事可一键上传解决……今年以来，浙江杭州
在民生关键小事领域进行数字化改革，坚持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呼、我有所
为”，用“数据跑腿”换来居民“幸福指数”
提升。
　　“我们小区以老年住户为主，房子年代久
远，存在楼道无灯、地面不平、墙面有斑点等
问题，希望能够改造一下。”家住杭州市富阳
区新登镇登云社区一幢宿舍楼的童女士打开

“富春智联”小程序，通过“民呼必应”应用场
景提交了诉求。

　　之后，登云社区联合富阳区总工会实地
查看相关情况，召开居民座谈会收集居民相
关意见建议，决定由富阳区总工会出资 5 万
元对该楼道进行改造以方便老年居民行走。
15 天后，宿舍楼的楼道焕然一新。“楼道墙
面、扶手都重新粉刷了，平台进行了防漏浇
平，活动场地也增加了，我们很满意。”童女
士说。
　　杭州市富阳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民呼必应”应用场景建设了一个多跨协
同的治理服务平台，深化各类治理平台间数
据共享、业务协同，在该应用场景中以各级
党组织为核心，一体整合了市场、社会、政府
三方力量，建立连通了 1300 余个各领域基

层 党 组 织 、1 . 1 万 余 名 党 员 干 部 的 指 挥
系统。
　　不久前，杭州市拱墅区东新街道新天地
街区一家酒吧因噪音及人群集聚扰民被群众
投诉。街道城管执法中队两名队员通过“城市
眼·云共治”数字治理平台“接单”后赶到现
场，责令该酒吧降低了音量，劝离了酒吧门口
的聚集人员。线上构建的“一件事”处置闭环
缩短了事件处理时间，这个以往需要多部门
一起上门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整个处理过
程只用时 20 分钟。
　　“我负责 250 多户居民，经常要上门走
访，以前走访完还要回来处理台账，现在实时
可以完成线上记录。”最近，杭州市上城区闸

弄口街道蓝天社区党委副书记禹路发现，
花在填表报送上的时间明显减少，走访居
民的时间多了。这得益于杭州目前正在试
点推广的“一表通”应用场景。
　　“居民还能同步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打
分，街道‘数据仓’会根据互动情况对走访
质量进行评定，最终目标是提升百姓满意
度。”禹路说。
　　数字化改革成效如何，群众有感是
关键。截至目前，杭州市通过数字化改革
开展“民呼我为”主题活动，已为群众办
理超过 43.5 万件次实事，受益群众 3160
余万人次，受益企业和单位达到 107.8 万
家次。

百姓“张嘴” 数据“跑腿”

杭州：数字化改革解决民生“关键小事”

家门口建起服务站，好评差评群众说了算

　　新华社太原 12 月 1 日电
（记者王菲菲）记者从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获悉，山西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日前审议通过《山西省传统
村落保护条例》，鼓励和支持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通
过投资、设立基金、捐赠、入
股、租赁、提供技术服务等多
种 方 式 参 与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发展。
　　山西现存古村落约 3500
处，登记建档 1736 处，中国传
统村落 550 处。
　　条例规定，在传统村落
保护范围内进行新建、扩建、
改建和修缮等活动，应当符
合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不得进行没有依据的重建和
仿制。
  县（市、区）政府应当建立
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参与传
统村落活化利用的运行机制
和利益分享机制，村(居)民可
以以房屋、资金、劳务等方式
入股，依法从事民宿、餐饮等
旅游经营相关活动。
  传统村落纳入旅游景区
的，景区经营者应当与村（居）
民委员会订立合同，约定收益
分成、保护措施等内容，并从
旅游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
用于传统村落保护。
　　条例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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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1 2 月 1 日，游人在苏州河畔的华东政法大学滨河步道休闲。日前，地处上海市苏州河畔

的华东政法大学，将原先处于苏州河岸线的学生浴室、仓库等建筑以及围栏全部拆除，并以缓
坡草坪、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将拓宽后的苏州河步道同华东政法大学百年历史建筑完美结合，
市民与游客漫步其间，获得独特的美好体验。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大学拆墙，还河于民

重庆：实现户口迁移、开具户籍证明“跨省通办”
　　新华社重庆 12 月 1 日电（记者周文冲）
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获悉，从 12
月 1 日起，重庆市全面启动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户口迁移和开具户
籍类证明“跨省通办”业务。
　 　 据 介 绍 ，即 日 起 重 庆 与 四 川、贵 州、
云 南、西 藏 拉 萨 之 间 所 有 户 口 迁 移 事 项

均 可 实 行“跨 省 通 办”；重 庆 与 其 他 省 市
之间因工作调动、大中专院校录取学生、
大中专学生毕业、夫妻投靠、父母投靠子
女 等 5 个 事 项 的 户 口 迁 移 可 实 行“跨 省
通办”。
  申请人只需向拟迁入地公安机关自愿提
出户口迁移“跨省通办”服务申请，迁入地和

迁出地公安机关协同办理户口迁移，即可
实现迁入地一站式办理。
　　去年 11 月以来，重庆市户籍窗口相
继开通川渝黔之间户口迁移、新生儿落户、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开具户籍类证明“跨
省通办”工作，已服务川渝黔片区群众 8.2
万余人。

青海：“1+9”治疗体系

提升艾滋病救治实效

　　新华社西宁 12 月 1 日电（记者柳泽兴）
青海省全力推进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工作，近
年来建立“1+9”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体系，积
极动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接受免费抗
病毒药物治疗，治疗覆盖率逐步上升，增幅位
居全国前列。
　　 2021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4 个“世界艾
滋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生命至上 终结
艾滋 健康平等”。青海省卫健委近年来逐步
提高患者就诊服务可及性，“十三五”期间，青
海省在原有两个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的基础
上，建立了以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为全省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中心、省内所有 8 个市州和
格尔木市定点医院均能提供服务的“1+9”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体系，实现艾滋病患者治疗
不出市州。
　　“‘1+9’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体系的建立，
有效减轻了偏远地区患者的经济负担，使青
海省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覆盖率大幅上升，
对预防艾滋病传播有重要意义。”青海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马永成说。

　　新华社广州 12 月 1 日电（记者周颖）
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 12 月 1 日表决通过修改《广东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对育儿假、护理
假、再婚夫妻生育子女数量等设置进行了
完善。
　　修改后的条例明确，除了国家规定的产

假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
女方享受八十日的奖励假，男方享受十五日
的陪产假。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资，不影响福
利待遇和全勤评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
子女的，在子女三周岁以内，父母每年各享受
十日的育儿假。
　　为缓解独生子女照护父母的压力，条例

明确父母年满六十周岁，用人单位应当给
予其独生子女每年五日的护理假；父母患
病住院治疗的，给予其独生子女每年累计
不超过十五日的护理假。
　　条例还规定，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
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再婚夫妇
再婚后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广东：子女三周岁内，父母每年各享 10 天育儿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