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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新闻延伸]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上海刚创下自1873
年以来最暖2月的纪录，隔天就

“反转”，冷空气拉开3月份的序
幕。周二是难得的多云天，小伙
伴们赶紧抓紧时间晒洗衣物
喔。周四最低温仅4°C，雨水几
乎天天“轧闹猛”。准备好接受

“湿冷魔法”了吗？
据气象资料显示，截至2月

27日，今年2月份平均气温达到
10.3℃，比常年2月份平均气温
6.3℃明显偏高，成为上海自
1873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暖的

2月。上一个纪录是2007年2月
份的9.8℃。今年2月份受暖湿
气流影响，上海气温一度破“2”，
入春进程启动了至少3次。

昨天中午前，申城还在暖
区。天空状况不佳，时有小雨。
最高气温升至17℃附近。

不过，下午“反转”就来了。
受冷空气南下影响，申城预计有
大风、降雨和断崖式降温。受冷
暖气流影响，降雨将变得明显。
风向转为偏北风，风力增大至
4~5级阵风6级。冷风冷雨下，
气温骤降，最低气温8℃将出现
在晚间。温馨提示，天气忽冷忽

热不要掉以轻心。本周上班、上
学还是要多穿点。

未来一周，总体而言，雨水
占C位，晴天难寻。降水方面，
本周除周二外，小雨天天见。
周三之后，湿哒哒的雨水又将
持续。温度方面，由于本周冷
暖气流交汇频繁，本周二至周
日，最高温在11°C到15°C范
围内，最低温在4°C到8°C范
围内。最低温4°C预计出现在
本周三。温馨提示，随着天气
变化加快，着装上也要及时调
整，“洋葱式”穿衣法小伙伴们
记得用起来喔。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3月1日起，2020年
度个税汇算清缴启动。据了解,
2020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期为
2021年3月1日至6月30日，纳
税人可通过自己办、单位代办和
请人办三种方式办理汇算清缴,
多退少补。

7种情形或可能产生退税
国家税务总局指出，只要纳

税人多预缴了税款，都可以依法
申请退税。实践中有7种比较典
型的情形将产生或可能产生退
税。

1.2020 年度综合所得年收
入额不足6万元，但平时预缴过
个人所得税的；

2.2020 年度有符合享受条
件的专项附加扣除，但预缴税款
时没有申报扣除的；

3.因年中就业、退职或者部
分月份没有收入等原因，减除费
用6万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
除、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
企业（职业）年金以及商业健康
保险、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等扣
除不充分的；

4.没有任职受雇单位，仅取
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需要通过年度汇算办理

各种税前扣除的；
5.纳税人取得劳务报酬、稿

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年度中
间适用的预扣预缴率高于全年
综合所得年适用税率的；

6.预缴税款时，未申报享受
或者未足额享受综合所得税收
优惠的，如残疾人减征个人所得
税优惠等；

7.有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
业捐赠支出，但预缴税款时未办
理扣除的等等。

两类常见情形或要补税
另一类是预缴税额小于应

纳税额，应当补税的纳税人。依
法补税是纳税人的义务。综合

所得年收入超过12万元且年度
汇算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纳税
人，需要依法办理年度汇算并及
时补税。实践中有一些常见情
形，将导致年度汇算时需要或可
能需要补税：在两个以上单位任
职受雇并领取工资薪金，预缴税
款时重复扣除了减除费用（5000
元/月）；除工资薪金外，纳税人还
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各项综合所得的收入加
总后，导致适用综合所得年税率
高于预扣预缴率等。

单位代办需在4月30日前
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选

择由单位代办年度汇算的，需
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与单位
进行确认。与 2019 年度汇算
相比，2020 年度汇算确认扩充
了电子方式，纳税人可通过电
子邮件、短信、微信等进行确
认，与书面方式有同等法律效
力。为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还规定在纳税人确认前，单位
不得为纳税人代办年度汇算。
完成确认后，纳税人需要将除
本单位以外的2020年度全部综
合所得收入、扣除、享受税收优
惠等信息资料如实提供给单
位，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负责。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
卫生健康委获悉：统计显示，
2020年上海市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达到35.57%，是2008年第一次
开展监测时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的5.1倍，居全国领先水平，创历
史新高并且实现了13年“连升”。

我国自2008年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居民健康素养监测，
上海按照国家统一的问卷、调查
和分析方法开展全市性监测。
2020年共调查30076名15岁-69
岁城乡常住居民，覆盖全市16个
区。健康素养的6个维度均比上
年有提升，其中，传染病防治、健
康信息、基本医疗指标增长居前
三位。尤其是传染病防治素养
水平，增长幅度最大，较上年增
长6.84%。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在专业
机构指导下，上海市民健康防护

意 识 高 涨 。 监 测 结 果 显 示 ，
48.22%的市民掌握了处理咳嗽、
打喷嚏的正确方法，较上年增加
11.92%；在咳嗽、打喷嚏时错误
选择用手直接捂住口鼻的市民，
较上年减少9.77%。79.18%的市
民知晓出现发热症状及时就医
等正确处理方法，较上年增加
2.57%；错误选择观察观察再说的
市民，较上年减少3.43%。

专家分析上海市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13年“连升”，特别是近
两年来提升迅速，得益于上海在
全国率先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推
进“健康融入万策”。上海健康
科普注重广覆盖、可持续策略，
2008年以来，上海市政府以“广
覆盖、低成本”策略，连续13年向
全市800多万户常住居民家庭免
费发放健康知识读本和实用健
康工具，覆盖2400多万市民。13
年来，这份“健康大礼包”共发放
1亿余份。

根据全市 16 个区的监测结

果显示：公共场所的控烟状况进

一步改善，“室内无吸烟室”的场

所比例从98.9%上升至99.5%。虽

然控烟成效显著，但休闲娱乐场

所的违规吸烟发生率仍然较高。

3月1日，上海市健康促进委

员会办公室发布 2020 年上海市

公共场所控烟“白皮书”。最新

监测结果显示，本市公共场所的

控烟状况进一步改善，场所内吸

烟发生率进一步降低，拦截人员

对《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的知晓率

进一步提高，但休闲娱乐场所的

违规吸烟发生率仍然较高。本

市将持续加强常态化防疫下的

控烟执法力度，进一步推进多部

门合作强化控烟综合治理。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徐汇区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会上获
悉，2021年徐汇区市、区两级重
大工程共计59项，其中市重大工
程19项，区重大工程共计40项，
涉及总投资约 1600 亿元，计划
2021 年完成投资约 167 亿元。
西岸金融城、航天科技城、北杨人
工智能小镇等一批项目将全面开
工。据悉，未来全部建成后的中
环樱花大道也将成为上海中心城
区最集中，面积最大的开放式绿
地公园。

据了解，2021年，西岸传媒
港、西岸智慧谷的大部分工程即
将竣工，网易上海西岸研发中心
计划年底筑底出零，阿里巴巴新
零售创新中心项目计划年底完成
土方工程；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新增长极之一的西岸金融城也
已蓄势待发，计划今年投资15亿
元，完成G街坊的主体结构封顶。

漕河泾开发区也将继续加快
产业园区更新与产业突破，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其中航天科技城
城市更新项目以航天科技研发为
引领，以园区平台构建为目标，形
成国际接轨、聚焦战略性新型产
业、具有航天技术特点，打造航天
研发新智谷、创新服务新平台、活
力生态新社区。

北杨人工智能小镇项目紧跟
上海市人工智能发展步伐，围绕
徐汇人工智能“一核一极一带”的
产业布局，形成产业集聚、产业交
互、产业培育的产业态链。

值得一提的是，备受关注的
樱花大道也将有新举动。据悉，
樱花大道五期公共绿地占地面积
约7.6万平方米，兼具景观、城市
绿道、健身步道功能，北块计划于
年底基本建成，南块也将全面开
工；全部建成后中环樱花大道将
成为上海中心城区最集中，面积
最大的开放式绿地公园。全长
864米的桂果路（漕宝路-钦州南
路段）新建工程将于年底竣工，为
桂果路与桂江路的对接与漕河泾
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优良的
条件。

史上最暖2月刚过，3月初大降温

这周雨水几乎天天要来“轧闹猛”

这周多雨水。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个税汇算清缴启动

退税和补税的情形了解一下

48.22%市民掌握打喷嚏正确方法

上海市民健康素养13年“连升”

上海“室内无吸烟室”场所
比例升至99.5%

西岸金融城、航天科技城、北杨人工智能小镇……

徐汇这些重大工程将全面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