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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眼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日
前印发《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近期我国发生
多起本土聚集性疫情，均是境外
疫情经口岸城市输入，暴露出我
国疫情防控的风险点主要是外
防输入，重点是口岸城市。

《通知》提出，一是完善口
岸城市疫情防控机制。借鉴上
海经验，建立口岸防控专班，明
确各环节职责分工，统筹各方
力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二是
健全疫情监测预警体系。密切
跟踪相关国家和地区疫情走
势，加强分析研判，动态调整措
施；加密高风险岗位人员核酸
检测频次；坚持人员、物品、环
境同监测，强化多渠道监测预
警。三是落实边境管控措施。
跨境运输企业要落实“人货分
离、分段运输”的要求，实行非
接触式货物交接模式；确需入
境的驾驶员应全程不下车；严

格做好入境人员“点对点、一站
式”转运工作；严防非法越境输
入疫情；坚持非必要不登轮、不
登陆、不搭靠。四是加强高风
险岗位人员防控。口岸城市要
排查明确本地高风险岗位人员
范围，严格落实“底数清晰、人
员固定、规范防护、闭环管理、
高频核酸”防控要求。五是严
格人员流动管控。从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确定口岸城市范
围并公告之日起至2022年 3月
15 日，离开陆地边境口岸城市
（与香港、澳门有口岸相连的除
外）人员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前往陆地边境口岸
城市人员抵达后至少进行1次
核酸检测。六是加强进口冷链
食品等风险防范。七是提升疫
情防控和处置能力。尽可能提
高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和加
强免疫接种覆盖率；加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口岸城市
的疫情防控信息化支撑。八是
做好民生保障工作。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

统筹各方力量做好疫情防控

本报讯 市政府昨天召开
2022年经济领域工作思路座谈
会。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
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刻领会、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统一到中央对当前形势判
断和对明年经济工作决策部署
上来，在市委领导下，切实把明
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谋划
好、推进好，以实干实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胜利召开。

龚正指出，要按照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的要求，切实担负起“稳”的责
任，努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
效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对于明年主要目标，要与国家预
期目标做好衔接，与本届政府提
出的目标任务做好衔接，各领域
具体指标要与经济增长指标做
好衔接。对于重点工作，要坚持
稳中求进，全力做好经济稳增长
工作；要坚持改革开放，全力落

实重大国家战略任务；要坚持优
化环境，全力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要坚持创新驱动，全力扩大
高水平科技供给；要坚持畅通
循环，全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
能；要坚持底线思维，全力防范
化解各类风险；要坚持民生为
本 ，全 力 创 造 人 民 高 品 质 生
活。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细
化，拿出更多具体化、项目化、
可量化的举措。

龚正指出，要把握好“稳”与
“进”的关系，各项政策要提早发
力，重点工作要提前部署，重点
企业和重点区域要多做贡献，聚
焦落实重点工作求突破、出实
效，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进”、
向更高质量“进”。要把握好

“内”与“外”的关系，更加注重释
放内需潜力，牢牢稳住外资外贸
基本盘。要把握好“危”与“机”
的关系，越是遭遇风险挑战，越
要勇于迎难而上、善于捕捉机
遇。同时，要注重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市政府召开2022年经济领域工作思路座谈会

切实把明年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谋划好、推进好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
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
会议，强调按照市委部署，抓好
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持续推进
海铁联运发展，加强建筑消防设
施管理。

会议指出，必须清醒认识，
当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上海
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
条件和关键保障，要按照市委要
求，从严从紧、毫不松懈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细化
落实。要提高站位、保持警惕，

各区、各有关部门要全面加强主
动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综
合防控，及时启动突发应急处置
机制，切实将疫情对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要严
防集聚，严控规模，非必要不举
办集聚性活动，严格控制各类
重大活动，做好机场口岸、隔离
点、医疗机构等重点场所的疫
情防控，加强个人防护提示，坚
持防疫“三件套”防护“五还
要”，持续推进疫苗接种，提升
防护水平。

市政府昨举行常务会议

抓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

看到创意作品
感受青年力量

由于疫情防控需求，总决
赛采用“线下+线上”的双重模
式，以直播的方式呈现了19件
作品的路演内容。

“对于廊下八月香大米品
牌设计，我们选用两粒大米为
图形元素，组成‘八’字样，颜色
也采用了大米成熟后米穗的颜
色——黄色，直观传达品牌内
容，也具有识别性。”这一由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团队带来的
《廊下八月香米品牌与包装设
计》最终获得本土物产类一等
奖。

成员李光安说，团队一共6
人，这是他们第一次深入了解
大米品牌。在了解了企业文化
和想要吸引青年的诉求后，他
们设计时整体色彩倾向以及视
觉元素趋于年轻化。“大米包装
选用镂空套装，外包装裁切出
米粒的形状，内包装绘以稻田
插画，相互映衬，在表达品质的
同时也传递了年轻时尚感，让
更多青年产生共鸣。”能斩获
一等奖让这群艺术设计学院的
学生兴奋不已，也期待包装设
计能落地。

《东风复生·乐活盛新》获
得乡村空间设计类一等奖。华
东理工大学设计永动机团队为
枫泾镇盛新村的青年中心量身
定制了设计。团队成员平成亮
介绍，他们前期进村踏勘时发
现，村内2000多人中，儿童老人
占一半，而目前村里的公共设
施无法满足孩子和老人的需
求，“我们想让青年中心这个公
共建筑发挥应有的作用，提升
村民的居住幸福度。”

团队进行头脑风暴后，先
从盛新村青年中心历史入手

——东风小学和纺织厂，他们
希望维护原有的格局，留下乡
村传统文化。所以他们留下了
小学和纺织厂的众多物件和建
筑材料，还设置了用“农田”还
原农田的景观，将建筑的“领
地”延伸到盛新中心港，想给村
民和游客带来多层次、具有丰
富内涵的体验。“展示空间上，
我们设置为c字动线，用现代化
和传统结合的形态打造盛新村
新的人气中心，同时它也兼备
智慧体质监测、数字化展示、数
字化活动室等功能，真正服务
于村民。”

“学生作品的设计，无论是
在概念定位上，还是艺术效果
上都有一定的感染力。”“看到
那么多创意作品，感受到了年
轻人的力量，希望能设计出更
多根植于乡村文化的作品，全
方位呈现乡村经济、文化的振
兴。”总决赛当天，上海交通大
学创新设计中心主任周武忠、
原华东师范大学建筑与装饰系
主任岳建仁等教授、专家分别
对19件路演作品进行了点评，
给予充分肯定。

“种”在需求上
“实”在成果中

“如何使乡村真正美起来、
亮起来？需要有更多新鲜血液
的参与。”从2019年到2021年，

“我为乡村种风景”长三角青年
乡村振兴设计大赛在枫泾镇举
办了三年，从第一年的200多名
大学生参与，发展到第二年的
20 余所大学近 1000 多名大学
生和青年设计师踊跃参与，吸
引的参赛团队越来越多，参赛
作品也越来越接地气。

据介绍，今年有来自全国
500多个团队报名参加比赛，组
委会从300件投稿中筛选出有

效投稿250余件，再经过线上盲
评和14所院校近20位专家的
线下投票，从 168 件入围作品
中挑选出了40件优秀作品。

从优秀作品到落地发挥作
用，这个“实”在成果上的周期
也越来越短。下坊村作为枫泾
镇推进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的
重要力量，为其“量身打造”的
乡村空间类作品有近 10 个。
除了建在沪浙毗邻道路兴豪路
上的门头，在下坊村10组，民
宿负责人曹军根据大学生的设
计方案，把现有的宅基打造成
闹中取静的精品民宿，“今年7
月，我陪朋友前来投资走访时，
正好碰到大学生在村里踩点。
经过咨询和了解，于是一拍即
合成了‘合伙人’。现在民宿正
抓紧施工，争取月底初步完成，
明年一季度开始运营。”曹军的

“无心插柳”，促成了他在乡村
“圆梦”。

此外，2019年首届大赛的
一等奖作品《菖梧党建公园》，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于2021年
初落地，同时落地的还有新义
村的陆家埭停车场和枫泾镇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公共卫生设
施等点位，曾经“被遗忘的角落”，
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网红地”。

这一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员
会、上海市农业农村委等联合主
办，东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共
青团金山区委员会、枫泾镇人民
政府等联合承办的大赛，旨在借
智借脑弥补乡村发展中缺设计、
缺艺术的“短板”，同时大赛也为
高校学生提供了融入乡村的机
遇，创造了学院派与田园乡村情
感的共鸣。

经过一年年的努力，一件
件“叫好又叫座”的设计作品在
金山农村悄然“种”下，“我为乡
村种风景”已逐渐“果熟飘香”。

我为乡村种风景
青年设计师作品。 受访者供图

两粒大米组成“八”，成为廊下八月香大米的品牌商标，打造盛新村青年中心成为村

里的服务和文化空间……在金山区枫泾镇举办的2021“我为乡村种风景”长三角青年

乡村振兴设计大赛总决赛中，看到了青年为乡村增颜值、植文化的无限创意。

历时半年多，全国500多个大学生团队、青年设计师以金山乡村公共空间、本土物

产为内容进行创意“大比拼”，迸发出300多份有效设计方案，经过层层评选，最终34件

作品获等第奖，6件作品获在地奖。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