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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到青少
年心理健康，去
年一年的履职，
市人大代表、国
泰君安期货
有 限 公 司
计划财务
部总经理
助理、台盟
黄浦区委
副主委马
炜既有付
出 也 有 收
获。今年，
他将继续关
注青年话题，将
视线聚焦到了如
何助力青年创业
和赋能青年科技
人才投入原创科
研上。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上海在助力青

年科技人才投身原

创科研方面仍有提

升空间，需要进一

步优化机制、完善

环境，充分释放青

年科技人才的创新

潜力。

——市人大代表马炜

“

”

给加快推进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支招

2024年，马炜共提交了代表
建议15件，其中有不少是他深入
一线调研的成果。

去年7月底，他参加了政府
开放日活动，实地走访了虹口的
儿童阅读新空间，和区文旅局负
责人、部分市人大代表一起探讨
了儿童友好城市的发展方向、如
何更好地打造儿童阅读空间。

边走边看边讨论边想，一个
关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理
想画像应运而生。

结合自己的相关调研，他形
成了相关建议。“不得不说，这些
年，上海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
面已取得一定进展。”马炜介绍
说，比如在教育领域，学前教育
入园率达到98%，不少学校在课
程创新和素质教育方面进行了
积极探索。公共服务方面，图书
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丰富多
样。在城市建设方面，部分新建
社区也开始注重儿童活动空间
的规划和设计。

马炜指出，与儿童友好城市
的理想状态相比，目前，上海在
各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例
如，在老旧城区，儿童活动空间
相对匮乏，社区环境的安全性和
舒适性有待提升，街道狭窄、人
车混行等问题较为突出。在信
息化方面，虽然在线教育资源丰
富，但针对儿童的网络安全保护
措施还不够完善，存在网络欺
凌、不良信息传播等风险。

在经过多方调研后，他给出
了一系列建议，比如优化城市空
间与设施规划。制定专门的儿

童友好型城市空间规划导则；运
用城市设计手法，创造富有创意
和趣味性的儿童公共空间，如自
然探索区、科普花园等，结合地
形和自然元素，打造多样化的活
动场景；加强街道和公共交通设
施的儿童友好性改造，确保儿童
出行安全和便捷。例如，合理设
置信号灯时长，儿童过街信号灯
等待时间不超过30秒，增设儿童
过街专用通道和安全标识；在公
交车和地铁上设置儿童专用座
位和扶手。

他还建议普及儿童健康知
识，加强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和咨
询服务，在学校开设心理健康课
程，覆盖率应达到90%。

在保障儿童权益上，他则强
调要加强网络和媒体内容的监管，
制定针对儿童的信息分级制度，建
立网络内容审核和过滤机制，严厉
打击传播不良信息的行为等。

推动涉未心理咨询服务行业
规范有序发展

除了儿童群体外，马炜也对
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颇
为关注。去年，他和另一位代表
共同就“推动涉未心理咨询服务
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撰写了代表
建议。

《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
康》蓝皮书显示，青少年群体因
学业、就业等压力的增大，心理
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且呈低龄趋
势，其中，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
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30%，
小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10%。

2014年市人大修订通过的
《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从颁布
实施至今已十年。十年来，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条例与实践出
现了不相适应之处。

马炜分析说，主要原因有心
理咨询机构入职资质取消，素质
参差不齐；行业监管薄弱，行业
乱象丛生；供需矛盾突出，数字
化发展迅猛等。

在查找资料时，马炜惊讶地
发现，某区检察院办理的一则案
件中，猥亵幼女来访者的被告人
仅高中文化，原从事厨师、物流行
业，仅参加心理培训几个月，便取
得国际职业资格鉴定委员会颁发
的中级职业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书，成为所谓“心理咨询师”。

他在实地走访后更觉得一
些问题触目惊心，涉未心理咨询
机构普遍存在资质不公示、从业
人员资质无从验证、经营场所面
积偏小、部分机构存在催眠行
为、存在虚假宣传、咨询价格普
遍较贵等情况。

他撰写的建议包含了“严格
行业准入、细化落实措施”“严格
行业管理、加强引导建设”“建立
共享机制、加强信息建设”等。
他建议，卫健部门应对提供涉未
心理咨询的机构业务开展及从
业人员变动情况开展重点监督
管理；严肃处理各类涉未违规、
违法行为；构建完善继续教育培
训体系，规范心理健康服务机构
和人员管理。他还建议，被判处
从业禁止的心理咨询服务人员，
应当及时纳入黑名单信息库。

助力上海青年科技人才
投身原创科研

最近，马炜在紧锣密鼓地准
备今年两会上将提交的代表建
议。他透露说，主要结合

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国际金融中
心的建设形成1~2件代表建议。
此外，他将关注如何助力青年参
与创业，青年科技人才如何投入
原创科研等领域的相关问题。

今年，马炜将提交一份《关
于助力上海青年科技人才投身
原创科研》的代表建议。

近年来，上海在科技人才发
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
数据显示，上海拥有660万的常
住青年人口，且通过一系列举措
成功吸引了大量高学历、高素质
的青年人才留驻上海。如在张
江，有50万从业人员，其中研究
生以上学历达10万人，青年人才
占到80%，全球化、前沿化和年轻
化已成为张江科技创新人才的
重要标志。

“然而，与国际顶尖科技创新
中心相比，上海在助力青年科技
人才投身原创科研方面仍有提升
空间，需要进一步优化机制、完善
环境，充分释放青年科技人才的
创新潜力。”为此，马炜给出的建
议是优化人才计划与科研资源分
配机制。比如修订人才计划申报
标准，弱化年龄、学历等“硬杠杠”
限制，更加注重科研潜力、创新思
维以及对所研究问题的独特见解
等内在素质，拓宽人才计划覆盖
范围，为更多青年科技人才提供
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设立专门
面向青年科技人才的原创科研专
项基金，根据科研项目的创新性、
前瞻性以及潜在影响力进行评估
筛选，确保经费精准分配到真正
从事原创科研的青年手中。同
时，建立大科学装置、重点实验室
等科研平台的分时预约与共享机
制，优先保障青年科技人才在关
键设备使用上的时长需求，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他还提出了诸如完善科研
评价体系、搭建跨学科合作平台
与引导机制、建立科研容错与职
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金点子。

“我们应该制定明确的科研容错
实施细则，明确在何种情况下的
科研失败属于合理范畴，对于因
客观原因导致项目未达预期的
青年科技人才，不进行负面评
价，允许其继续申请科研项目，
并保障已获得的科研经费合理
用于后续研究改进，减轻青年人
才的心理负担。”

市人大代表马炜：持续关注科创青年和青少年

努力化解“成长的烦恼”

马炜将提交一份《关于助力上海青年科技人才投身原创科研》的代表建议。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郭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