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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下午，市政协委员张民权
在市政协大会上代表市政协教科文
卫体委员会建议，上海应建立“红色
源头历史风貌区”，以强化党的诞生
地这一历史地位。这建议激起了委
员们的热烈掌声。
建议说，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专

题组通过深入调研，发现中共一大
会址附近一平方公里内，有十余处
与建党有关的重要革命历史旧址，
应以“红色起点，伟大开端”为主题，
打造这片“红色源头历史风貌区”，
为迎接建党百年献上一份厚礼。并
建议，将处在中心位置、拥有马、恩
大型雕像的复兴公园设为中共建党
纪念公园。
昨天上午，我也充满激情地在市

政协“弘扬城市精神，彰显城市文化
品格”专题会上呼吁，列举了打造“红
色源头历史风貌区”的诸多理由，当
场得到了市领导同志的积极回应。一
些政协委员说，在这片以石库门为主
的“红色源头”地区，曾活跃着一批爱
国热血青年，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为
救国救民而奔走，这种献身精神早已
融入了我们的城市精神。
整整两年，实地踏访，深入调

研，最终提出“红色源头历史风貌
区”的建议，这凝结着许多政协委员
和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和辛勤汗
水。这是一份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
老渔阳里 !号是党诞生前“十月怀
胎”之地和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而博
文女校则是一大代表们的宿舍、食堂
和重要文件起草地。这四周还密布着
团中央机关、革命刊物《天问》《建设》
《星期评论》《中国青年》等一系列旧
址，它构成了一个革命政党在酝酿、
筹备、发动、联络、宣传、开会、办公、
生活以至指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

把这些革命遗迹挖掘出来，其
实是在挖掘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
党诞生在上海，这是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它改变了中国命运，影响了世
界格局。建党时所蕴含的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等精
神，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创新发
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发扬光大这
种精神，可鼓舞我们不断奋力前行。

俞亮鑫

（市政协常委、本报首席记者）

挖掘一座
精神宝库

! ! !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方翔）
“上海有着极为丰富的优秀历史文化
资源，最新数据显示，全市有""个历
史文化风貌区，##$个风貌保护街坊，
#%&'个优秀历史建筑。这是前人留下
的珍贵遗产，更是当代人必须倍加珍
惜、精心保护好的珍贵财富。”市政协
委员陈永弟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市政
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中指出，
保护历史建筑，留住城市记忆，可以
借鉴静安区张园的保护开发模式，并
加强系统的顶层设计。

陈永弟委员坦言，目前由于种
种历史原因和受客观条件限制，上
海的历史建筑保护仍面临不少瓶颈
难题，如权属关系复杂、有效保护
难，“(!家房客”居非混用，过度使用
导致文化价值的流失；开发模式单
一，综合利用难，多数仍停留在零星
商业、餐饮服务等低层次阶段，导致
原生态文化流失，找不到儿时的记
忆，记不住曾经的乡愁；权责不够明
晰，精准监管难，能管的部门不少，
但谁都管不全，最终管不好。
“静安区政协曾深入张园开展

专题调研，发现张园的开发模式亮
点不少。”陈永弟委员介绍说，通过

整体性规划，实现成片开发。对整个
张园')(&万平方米及其周边南京西
路、吴江路等相连区域，进行整体性
规划，联动开发，协同发展；面对上
海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建筑形式
最丰富的历史建筑群，静安区委、区
政府与市有关部门积极探索“保护
性征收”的新政策，将张园地块纳入
旧改征收范围，最大程度保留历史
文化原生态风貌；通过综合性利用，
促进多元融合，融商务商业、时尚娱
乐、文化风情以及居住等多重功能
于一体，形成一个中西合璧、古今交
融、多元互动的“中央活动区”。
“放眼全市，除了这*条具体措

施之外，保护优秀历史文化资源还
需加强系统顶层设计。”陈永弟委员
建议做到“四全一多”：
全方位梳理，健全保护开发分

级标准。按照建筑物类别、典型性程
度、集中程度、已开发程度以及产
权、周边配套等情况，对全市进行新
一轮调查摸底，分级分类健全保护
标准和开发预案。
全领域互动，完善保护开发实

施细则。把保护开发工作放到上海
五个中心和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总体
布局中。
全过程监管，强化保护开发主体

责任。梳理制定历史风貌保护开发工

作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服
务清单”，建立市、区两级专门协调机
构，会同相关部门形成监管合力。
全社会协同，构建保护开发共

治格局。要大力加强上海历史文化
的普及教育和相关法规政策的宣
传，引导“人人知责、人人尽责”。
多模式探索，创新保护开发长

效机制。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进入，
探索联动开发新模式，加强关联性、
创意性、综合性和非物质性开发利
用，走出一条历史风貌保护与城市
更新有机结合的新路径。“把这些文
化遗产保护好，一代代传下去，是每
个上海人的历史责任和当然使命。”

市政协委员呼吁保护优秀历史文化资源

静安张园保护开发模式可借鉴

! ! ! !从徐浦大桥到杨浦大桥，距离
!!公里。昨天市人代会会议间隙，来
自徐汇区的李忠辉代表与杨浦区的
顾毓静代表、左卫东代表，相距不到
一米，相谈甚欢。他们的相遇似乎是
一个象征：从徐浦大桥到杨浦大桥的
滨江岸线，今年会全面贯通。

李忠辉是上海西岸开发集团
董事长、徐汇滨江管委办主任，左
卫东是杨浦滨江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董事长。同行相遇，共同的话题
有很多。

三人站在世博中心四楼休息区
的落地窗前，向外远眺，眼前是波光
闪烁的黄浦江。“这里是南浦大桥，再
往南就是徐浦大桥了。”李忠辉说。
“徐汇滨江开发建设十年，这个

区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左卫东感叹道。“杨浦滨江的示范段
也建好了，很漂亮，保留了很多工业
遗迹。对了，你们杨树浦水厂就在黄
浦江边上，这是保护建筑，怎么贯
通？”李忠辉提出一个问题。
“通过栈桥来贯通，不影响老建

筑。栈桥的宽度 &米不到。”左卫东
说。“不知道栈桥建成是什么样子，
到时候我要来看看。”李忠辉说。
“我们十分欢迎。”一旁的杨浦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毓静笑着
说，“徐汇滨江开发得早，有很多好
经验，我们也要来取经。”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三位代

表还是信心满满。“明年这个时候，
从杨浦大桥来到徐浦大桥可以有 "

种方式———步行、跑步、骑行、驾
车！”李忠辉笑道。

首席记者 邵宁

徐浦大桥与杨浦大桥的!对话"

! ! ! !上海两会火热进行。中央政治
局委员、市委书记韩正再次关注到
了儿科看病难问题。他指出，要多
多关心儿科医生，使每一个儿童得
到便捷、优质、均衡而且持续的医
疗服务。对此，网友纷纷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网友“姝姝”表示，儿科医院的
发展关乎祖国的未来，亟需重视。
“一切为了祖国的花朵！”网友“万
虹”则表示：儿科医生有的也是为
人父母。为别人家孩子操碎心，还
要忍受恶言相向，真心不容易！
“今天急诊当值，被家属吼了

一句‘你没吃饭关我屁事’，开始没
什么，后来写着写着病史发现有水
滴到本子上，我才知道是自己在流
泪……也许确实只有外婆和妈在乎
我吃过没。”上海一位儿科医生曾写

下这样的状态，令不少市民唏嘘。
网友表示，儿科医生真的“伤

不起”。网友“露露”称：现在愿意当
医生的越来越少，愿意当儿科医生
就更少了。还有网友直言：儿科医
生收入不高，如果社会地位不提
高，那就真的没人愿意去做了。
“半夜"点，带孩子去儿童医院

看病。一看拥挤的队伍里，还有昨
天来的没挂上号的！”网友“觅之皓
月”的经历是上海儿科“看病难”的
一个缩影。

早在!%#&年#!月，本报新媒体
发布稿件《排队"小时+！沪上各大
儿科医院爆棚，家长伤不起！》。有
网友评论道：儿科看病难可不是一

个“小儿科”的问题。
网友,-./0102'$认为：“很多医

院不设儿科。社区医院又取消了儿
科。大医院自然人满为患了。”网友
“贝贝”表示：“全面二孩放开，家长都
想去最好的医院。资源只会更紧张。”

对此，网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网友“郭郭”认为可以先从多培养
儿科医生做起，“儿科医生多起来，效
率自然就高了。”也有网友建议恢复
社区医院的儿科来缓解压力，“让一
些好的医生来到社区，方便市民就
医，也缓解大医院的压力。”

对于儿科医生遭遇用人“荒”，
不少网友建议，通过提高待遇，来
吸引更多的人去当儿科医生。但有

网友担心，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
会变相带来儿科就医费用“涨价”。
有网友直言不讳道，儿科看病难并
非“小儿科”，但也不该由“小儿”买
单。儿科医生的待遇确实要增加，
但这笔账不应该让孩子来承担。政
策的倾斜，医院内部机制的调整，
才是解决儿科医生收入的办法。

儿科医生“荒”，家长别跟着
心“慌”。网友“七豆八逗”认为：只
是头痛感冒，家长不必朝医院跑，
这样反而容易交叉感染。网友“人
参果”则建议：社区可以多科普点
基本医学常识，配些常用药。小病
尽量在家解决，节约有限的资源。

新民网 卞英豪

儿科医生了不起也“伤不起”
儿科看病难背后是医生人才荒!网友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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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滨江 !"公里贯通后! 对市民生活会有

哪些影响"昨日!市人大代表#上海西岸开发

集团董事长#徐汇滨江开发管委办主任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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