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要闻

3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李伟 美编/卫华韵 2021.1.19

■本报记者 任姝玮 曹之光

昨天，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术中心

迎来“开门红”，政协浦东新区六届六次会

议在此召开，委员们怀揣着高度的使命感、

责任感共赴盛会。

浦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凝聚去年一年浦东政协工作心血的

两份成绩单，引发委员热议。小组讨论时委

员们做足“功课”，大家争相发言，热烈交流

的场景随处可见。虽然戴着口罩，却掩不住

委员们神采奕奕的眼神，“国家战略”“疫情

防控”“科技创新”都成了“热词”。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年，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也

是六届政协履职的最后一年，委员们也愈

发感受到“使命”二字的分量。站在新征程

的起点，委员们更加锐意进取，为实现“十

四五”发展的美好愿景而努力奋斗，为助力

新时代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而努力奋斗，

为协力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而努力。

为确保疫情期间两会顺利召开，浦东

新区政协跨前一步，推出了完备周全的疫

情防控措施，保障与会人员的身体健康，助

力会议的安全有序进行。

浦东新区政协副秘书长、政协办公室

副主任、大会疫情防控组组长吴敢峰介

绍，根据疫情防控有关要求，政协浦东新

区六届六次会议在会务组织上有不少变

化。首先，与往年相比缩减了会议规模。

梳理出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的参会和会务保障人员，谢绝参会。

其次，会议开幕前夕，政协对全体与会

人员进行了筛查，梳理了今年 1月 1日以来

人员的离沪情况。与会人员还按照要求，

完成会议开幕前 7天的核酸检测，及前 14
天的测温工作。

会前把好了人员关，会中安全保障也

不能含糊。昨日一早，全体与会人员需持

证、佩戴口罩、出示绿码方可进入会场。如

检测出人员体温高于37.3℃，则将立即被带

往用红线隔离出的体温异常人员通道。如

确有健康问题，则将被带往室外篷房进行

临时观察，并有两辆救护车随时待命。

午餐时间，政协会员在浦东城市规划和

公共艺术中心一楼大厅集中用餐。每张大

圆桌都用隔板分成了六间“隔间”，政协委员

可在“隔间”内摘下口罩，安全用餐。摆在政

协会员面前的不仅有各自的餐食、纸巾，还

有一个密封型口罩收纳袋，以保证摘下的口

罩安全卫生，能在下午的会议中继续使用。

我很喜欢政协这个组织，对政协组织的各类活动尽可

能积极参与，更乐于通过这个平台，结合自己30余年长期

在企业工作的经验，真实反映民意，为政府决策提供一些

有价值的建议。

思乐得公司成立于1991年，见证了浦东开发开放30年

的辉煌历程，作为上海思乐得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也是企业界的代表，我很乐于通过提案、社情民意、大

会发言等将有关改变企业营商环境的意见提出。

2020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但这一年也

是作为浦东政协委员的我提案、建议最多的一年，特别是

看到一些提议被有效采纳，内心更加喜欢这个倡导“真监

督，会协商，善议政”的政协组织。

依托长期在企业和商会中的工作经验，我积极参与建

言献策，在年初浦东政协组织的《优化上海市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和《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意见征求活动

中，向市人大提交建议30余条。2020年提交提案“关于依法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的建议”和

“关于提升农村卫生室效能的建议”，被立项并落实，联名提

交《促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建议》等社情民意数篇。

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不仅做到所属5家企业2月10

日复工首日100%的开工率，还向武汉石牌岭方仓医院等捐

赠价值50余万元的防疫物资，并积极主动帮助周边企业和

社会组织购买口罩等防疫物资，受到了社会的好评。2020

年我被浦东新区政协评为“政协委员履职积极分子”。

■本报记者 须双双

担任新区政协委员近10年，王大年谦虚地说：“一直是

在学习中。”作为上海市工商联执委、浦东新区工商联副主

席、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履职过程

中，他结合自身专业领域的工作经验，积极就行业健康发

展和社会进步建言献策。

成为政协委员以来，王大年总是以“耳闻目睹”和亲身

经历，获取社情民意。正因为有着对身边的各种民生需

求、企业反馈、社会热点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思考，让他的提

案和观点，更容易引发共鸣和认同。

他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个提案，是关于建议浦东电视节

目过江。这个提案就是源于亲身经历，王大年发现，当时

包括自己在内，身边很多居住在浦西的朋友都没有办法接

听到浦东的新闻内容，而随着浦东的快速发展，大家渴望

获取与浦东相关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

此外，王大年还善于结合自身企业发展、行业交流，从

各种渠道了解不同人士对当下行业痛点，社会热点的探

讨。“通过‘耳闻目睹’关注到问题只是第一步，还需要结合

实际开展挖掘调研、积累数据资料，详实地了解问题背景，

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一个初步方案，然后还要倾听业内人

士的专业意见，这样的话，最终形成的提案才能有质量、有

水平，更容易被有关部门所采纳。”王大年说。

2019年，王大年被任命为全国首次建立的15个界别党

支部之一——浦东新区政协工商联界别党支部书记。“这

是我们浦东的又一次创新，对我们加强界别工作是非常有

利的。”王大年介绍，有了党支部平台后，委员们有了更强

的凝聚力，去年，有多个重大提案，都是在支部的微信群

里，经过共同讨论而形成或完善的。

今年，王大年提交了《关于提升浦东新区城市更新建

设水平的建议》《关于对浦东新区特别老旧公房实行原拆

原建改造的建议》两篇提案。他说，不论提案最终被采纳

与否，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话题探讨，都为解决相关问题提

供了新的思路，就有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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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委员王大年

在“耳闻目睹”中关注难点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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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严格的扫码、测温、消毒等防疫流程

后，委员们向大会报到。

委员们在提案受理处，查看相关资料。

疫情背景下，两辆救护车随时待命，保障会

场安全。

盒饭、隔板……防疫工作不可少。

工作人员认真量好会场桌椅的摆放位置。

人脸识别系统，辅助核实委员信息。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朱泉春 郑峰 曹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