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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1 月 23 日补

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通过市第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予公告。

一、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郑钢淼 周慧琳

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6 名，按姓氏笔画为

序）：

马列坚（女） 王醇晨（女） 金为民 周敏浩 秦 云 阎 锐（女）

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建光

四、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醇晨（女）

五、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外事委员会

主任委员：

林 杰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2022 年 1 月 23 日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十七号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2 年 1 月 23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龚正市长代

表上海市人民政府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政府过去一年

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2 年工作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任务。会

议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关于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2 年 1 月 23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蒋卓庆主任

代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对市人大常

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表示满意，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2 年工作安排。会议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关于上海市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22 年 1 月 23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上海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及《关于上海市 2021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

定，批准上海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批准《关于上海市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关于上海市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决议

（2022 年 1 月 23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

上海市 2021 年全市及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全市及市级预算草

案，以及《关于上海市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

批准上海市 2022 年市级预算，批准《关于上海市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2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关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2 年 1 月 23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刘晓云院长

所作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肯定市高级人民法院

2021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2 年工作总体设想。会议决定批准这

个报告。

关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2 年 1 月 23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张本才检察

长所作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肯定市人民检察院 2021

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2 年工作总体设想。会议决定批准这个报

告。

市人大代表、上海中学校长

冯志刚表示，伴随着“双减”的实

施，人们对教育服务的要求也会

越来越高，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

举措直面当前遇到的难题，其中

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进一步完善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冯志刚指出，课后服务是学

校教育的延伸，其质量的好坏对

学生身心都发展至关重要。当前

校内课后服务存在落地经费不

足，场地受限，专业力量薄弱等问

题。只有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课

内外联动机制，建立更为完善的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才能实现学

校教育高品质发展。

他建议，应将义务教育阶段

课后服务纳入基础公共服务供给

体系。学校应根据自身特点，充分

调动已有公共教育资源，还应有原

则地规范引入校外优质教育资源。

同时，政府应对学校予以实质性帮

助，出资、购买服务等可引入学校

公共教育体系。在丰富学校优质教

育资源没满足学生发展需要的同

时，激活学校教育资源配置，倒逼

校外优质资源的服务转型。

在引入社会资源的同时，还

应尊重每个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让学校在遵循“双减“政策的前

提下，放开手脚发展符合自身特

点的，富有质量的课后服务，促进

学校高品质发展，促进家庭与学

校协同。

“双减”之后，合规教育机构

只能在工作日晚上开设培训班。

少数仍然希望周末为孩子补课的

家长，有的到培训机构“挖”老

师，给孩子一对一补课，还有的组

建“地下团课”。不正规的“地下

团课”带来重重问题，这些“地下

团课”不仅不符合“双减”精神，

更存在价格混乱、场地不合规、消

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等问题。

如何才能更好监管“黑私

教”？上海市人大代表田培庆建

议，应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并由

教育机构牵头，由工商、消保委等

多部门联手贯彻实施。同时，建

立社会监督机制并设立处罚标

准，一经查实有非法团课和“黑

私教”情况，对相关人员和举办

方实施经济和行政上的处罚。

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合规教育

机构名单公示机制，向社会公众

公示合规的教培机构名单，建议

公众选择正规机构上课。

市人大代表、台盟市委研究室

一级调研员林丽平在走访和调查

中注意到，目前上海中小学体育

教师缺口较大。根据一份数据显

示，缺口大约为 20%左右，约

2000-3000 人。“双减”使问题

更加凸显，社会对学校体育活动

的重视与学校体育师资力量的不

匹配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

对此，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修改 1995 年《关于调整

本市中小学教师周任课时数标准

(试行)的通知》(沪教委人(95)第

40 号)，提高体育教师工作待遇，

增加体育教师数量，提高其工作

积极性。

教师的绩效基数是根据沪教

委人(95)第 40号文件确定的课时

量计算的。以初中为例，根据该文

件初中一周音体美课时为 16，和

2007年出台的《国家学校体育卫

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规定的初

中每 6-7 个班配备 1 名体育老

师，当时体育课的课时为一周两

节课时。之后学校经历了三次课

改，体育课时不断增加，当前的体

育环境已无法与之前同日而言。

以某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为

例，目前小学 1 个班级 1 周体育

是 “4 课时 2 操 1 活动 1 大课

间”；初中是“3课时 2操 2 活动

1大课间”。据测算，该校一名体

育老师一周课时少则 15 节多则

18 节，还不包括体质健康测试、

中考体育、阳光联赛、校运动会等

课时外工作，而体育教师的薪酬

并没有因课时量的增加和体育附

加内容的增多而提高。建议修改

已执行了近 30 年的文件精神，

根据当前体育教师的课程课时量

重新核算其工资待遇和教师编

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体育老师，

改善体育老师的工作环境。

2、恢复高校体育师范生设

置，定向培养热爱体育专业的体

育教师。

3、灵活机制。

通过聘请第三方教练员或招

募退役的专业运动员进入体育学

院或师范体育专业深造转型，补

充体育老师队伍。建议市教委灵

活机制，采取多种形式，或者聘请

教练员，或者根据退役专业运动员

意愿和实际情况，通过一定的程序

和考试，招募其进入师范院校深造

1-2年，培养转型为体育教师，以

补充中小学体育教育队伍。

记者 何雅君

晨报讯 “到 2030 年，上海

人工智能总体发展水平进入国际

先进行列，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人工智能发展高地，为迈

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奠定坚实基

础。”上海在《关于本市推动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中

提出了这个目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2022 年，上海要全力推进三大

产业‘上海方案’，促进人工智能

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实施新一代

人工智能算法创新行动……”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

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

毛祥东提交了《订立上海人工智

能条例》的议案，谈到当前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红红火火，但也存

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基础

层企业和核心技术势单力薄，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机制尚未健全，

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仍需突破，公

共基础服务能力与安全保障亟待

提升等方面。

毛祥东代表认为，人工智能

时代，未来世界会出现三大变化。

一是形态变化，包括人工的智能

化，场景的虚拟化，经济的数字

化。从有形走向无形，现实走向虚

拟，信息走向数字。单向演变交

互，设备演变平台，空间演变场

景。

二是产业变化，以人工智能

为代表的核心支撑技术的元宇宙

生态，会诞生交互技术、硬件设

备、应用场景的产业模式。

三是价值变化，颠覆经济学

的前提假设与价值理论。在虚拟

世界里，数字经济学对西方经济

学的两大前提假设产生颠覆，数

字资源是无限的，数字人是共生

的。未来会创造更多数字资产，必

将实现新一轮数字经济价值。

考虑到人工智能是元宇宙的

核心底层技术支撑。毛祥东代表

认为，应当加快人工智能立法，保

障人工智能技术支撑元宇宙技术

设备场景应用全产业链发展。

因此，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

建议：加强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研

发和产业化，对标元宇宙场景技

术推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示范，

加快制定关键技术标准规范，搭

建高水平公共服务平台与安全风

险底线。

对标元宇宙场景技术
推进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示范

伴随着“双减”实施
完善公共教育体系很重要
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辪 张益维 实习生 曹思梦

今年上海两会上，教育议题一如既往备受关注。 伴随着“双减”的实施，市民对教育服务的要求也会

越来越高，如何完善课后服务体系？如何在“双减”之下激发学生的话力？如何补充中小学体育教师缺口？

上海两会期间， 记者采访了部分市人大代表，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