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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据住建部网站消息，近
日，住建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在内地（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同胞享
有住房公积金待遇有关问题的意
见》，《意见》规定，在内地（大陆）就业
的港澳台同胞，均可按照《住房公积
金管理条例》和相关政策的规定缴存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缴存比例、
办理流程等实行与内地（大陆）缴存
职工一致的政策规定。记者从上海
市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港澳台同胞
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政策，目前也正在
积极研究，有望在近期出台。

《意见》明确，已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港澳台同胞，与内地（大陆）缴存职
工同等享有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申
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等权
利。在内地（大陆）跨城市就业的，可
以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
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聘用）关
系并返回港澳台的，还可以按照相关
规定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同时，《意见》要求各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结合当地实际，抓紧出台
在内地（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同胞缴
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的实施办法；要简
化办理要件，缩短业务流程，完善服
务手段，为港澳台同胞提供高效、便

捷的住房公积金服务；要切实抓好政
策落实工作，支持更多在内地（大陆）
就业的港澳台同胞通过缴存使用住
房公积金实现安居。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住房公积金
中心了解到，从2015年开始，在沪工
作的港澳台同胞，在本人与单位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可按照本市现行规定
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缴存比
例等均按照本市现行规定执行；在本
市发生购房、自住住房的房租或物业
费等住房消费时，可按照本市现行住
房公积金提取规定执行。而申请公
积金贷款的政策，目前也正在积极研
究，有望在近期出台。

青浦练塘要为
灶菜技艺申遗

本报讯 延续了几千年的灶头菜
技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却到
了要失传的境地。许多喜欢乡村旅
游的人士都认为：没有了炊烟袅袅的
风景，乡村旅游的风味，也失色不
少。甚至有专家发出呼吁，美丽乡村
建设不能套用现代城市的思路。必
要的农家灶头，还是有保留的需要。
而在灶台上形成的灶花艺术和烧菜
技艺，更有传承的必要。特别是灶
菜，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
迫在眉睫的事。

在临近年底之际，青浦区练塘镇
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灶文化仪
式。在乡村掌勺几十年灶头菜的厨
师丁营根，当众收了米乐农庄庄主，
38岁的农村当地青年杨勤峰为“关门
弟子”。隆重简朴的收徒仪式，传承
了古时的程序，一步三叩的姿势，解
读了对民间灶菜技艺的尊重和认同。

在收徒仪式上，丁师傅对在场的
游客说：“灶头菜好吃又上口，其美味
的原理，主要有三个部骤组成。一是
要在灶膛里掌握火侯。比如烹饪制
作乡间常见的‘稻柴扎肉’，一旦放好
调料，就要猛火烧煮。而在肉质现红
后，要温火慢煮。最后，要熄火焖一
个时辰，再加火烧一下。二是在食料
的挑选上，一定要新鲜，耐煮。如练
塘‘水八仙’中茭白，在五月份时的茭
白，鲜嫩饱满，做油焖茭白，最好上
口，只要猛炒几下即可，不能焖得太
久，否则，要变老成。而在秋季后的
茭白却要在温火慢煮方面下功夫。
三是在制作菜肴时，要手脚并用，行
动利索快捷。特别是投放调料时，一
定要在控制火候方面，与灶膛里的添
柴人配合好。否则，不是生焦味，就
是半生不熟，影响口感和美味。”

上海已有超400家
高端外资研发中心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上海拥有超
过400家外资研发中心，集聚了全球
高端创新要素，培养超过4万名中方
研发人员；创新类发明创造和实用新
型专利占其专利总数的比例超过
92%，新产品产值和销售收入占全市
比重超过50%；有40家是全球研发中
心、17家是亚太区研发中心，这些研
发中心正逐步提升在全球研发体系
中的地位和能级，面向亚太地区乃至
全球开展“在中国、为中国，服务世
界”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这是青
年报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17上海外
资研发中心论坛上获悉的。

全球知名的多元化科技创新企
业3M近日携手德国库卡（KUKA）机器
人有限公司、奥地利FERROBOTICS公
司，于3M上海研发中心成立了联合
打磨站，三方将携手共同打造亚洲首
家研磨领域的联合打磨站，强强联手
聚焦研磨工艺的技术创新与研发，推
动研磨领域的革命发展。目前，全新
的自动化研磨机器人也已诞生。研
磨机器人可轻松访问自动化制造，预
先配置的解决方案可以轻松地集成
到现有的生产环境中，提高生产力和
效率。

报告中多次提到“人民”
让人心存温暖

“十九大期间，我一共5次走进
人民大会堂，10月17日我坐上车前
往人民大会堂，开预备会议时，就有
了代表的自豪感。”本周一上午，在普
陀区图书馆报告厅里，梁慧丽给普陀
区文化系统几十位工作者作了党的
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

在时长一个多小时的分享中，梁
慧丽提到她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报
告里有很多关于人民的事情，她觉得
整个报告处处体现了亲民、爱民、想
民、利民、帮民。

作为一线的“小巷总理”，梁慧丽
在工作中也切实感受到这五年来社
区的巨大变化，比如小区停车难问
题，说明有车一族越来越多，居民生
活水平在提高；广场舞问题也是因为
居民有运动的需求，不再满足于解决
温饱。“我对报告中提到的‘老有所
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
住有所居、乐有所托、病有所医’印象
很深，把整个老百姓的需求都写进去
了，我觉得很接地气。”

“温暖”是梁慧丽分享的另一个
感受。她提到，这次报告中多次提到

“人民”两个字，“以人为本、心系民
生”始终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占有非常
大的比重。“报告中我印象最深的一
句话就是总书记说的，关于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让
我觉得很感动。”

梁慧丽担任莲花公寓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18年，把这个曾经不通自
来水、无管道煤气、无有线电视、无商
业网点的“边缘”小区，变成如今的

“全国和谐示范小区”、“上海市文明
小区”，让居民交口称赞。

在市委一号课题出台以后，她经
历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
感受到十八大以来基层社区发展的
变化。

如今居委会里有“80 后”、“90
后”，随着年轻人的加入，QQ群、微信
群、公众号等新媒体开始运用在居委
会工作中，也构建了随地随人随时的
服务。

梁慧丽身上的责任，更多的是
“传帮带”，“如今我在调解社区纠纷，
处理事务时，都带着年轻社工，让他
们学习，做到和居民讲得上话、贴得
了心。我想培养更多的‘小梁’挑起
社区的大梁。”

勉励青少年参与打造
“有温度的社区”

至今，梁慧丽已经主讲了30多
场十九大精神宣讲，行程最紧凑的时
候一天安排了2场。

她不但“走出去”宣讲，她所在的
莲花公寓还请进了“小客人”，曹杨二
中十多名学生、文达小学十多位戴着
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就分两批走进了莲
花公寓，在莲花公寓居委会开起了座
谈会，与十九大代表梁慧丽面对面。

学生们问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

“作为十九大代表，是不是都能参与
到很重要的会议中为国家发展提建
议？”对于孩子的问题，梁慧丽都作了
解答。

面对文达小学的少先队员，梁慧
丽告诉他们，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这其中，从
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
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
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听到“2035年”后，不少小学生都
扳着手指算那时候的年纪，“我那时
候都25岁了。”梁慧丽笑着回应，“那
青年更应该成为建设祖国的顶梁
柱。”

对于中小学生，梁慧丽除了分享
作为十九大代表的感受，也给他们提
出希望和要求，“总书记在报告中提
到，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所以青少年更应该学好本领，学会做
人，学习中要将‘德’放在第一位。”

作为一线的“小巷总理”，她还引
导青少年关注社区生活，“建设有温
度的社区不仅仅只是大人的事情，你
们都是社区的一分子，要勇于为社区
建设建言献策，真正参与进来。”

十九大代表梁慧丽鼓励中小学生：有温度的社区需每个人出力

培养青年“小梁”挑起社区大梁
自党的十九大顺利结

束，十九大代表、上海普陀
区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梁慧丽回到上海后，日
程就排得满满当当。她写
下了 2000 多字的发言感
受，走进社区、街镇，至今进
行了30多场十九大精神宣
讲。同时她还将中小学生

“请进来”，在居委会与他们
面对面，在宣讲十九大精神
的同时勉励他们为“有温度
的社区”出力。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港澳台同胞内地就业享住房公积金待遇

梁慧丽（中）与中学生座谈。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