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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良城 文/摄

4月24日，由杨浦区文化局主办，杨
浦区文化馆承办，杨浦区各街道（镇）文
化活动中心、黄兴公园协办的2018年杨
浦区“睦邻之歌”广场舞决赛在黄兴公园
百姓大舞台拉开帷幕。全区 12 个街道
（镇）共47支代表队参加了当天4场赛事。

据悉，在“睦邻家园”文化建设中，睦

邻文化节主题歌《邻里之间》被评为中
央文明办“唱响主旋律、喜迎十九大”主
题金曲，为使更多的社区群众享受这一
文化成果，杨浦区文化局组织编创了这
首歌曲的广场舞。自 2017 年全区推广
学习以来，得到了社区舞蹈团队的喜
爱和欢迎。

当日，来自杨浦区基层的 47 支舞
蹈队以欢快的舞步、澎湃的热情，在这

个舞台上唱起睦邻之歌、跳起广场舞，
展示“睦邻家园、和谐杨浦”的风采，为社
区群众奉献了一场广场舞蹈的视觉盛宴。

此次大赛经过专家评审，最终四平
路街道四平睦邻文化舞蹈队、控江路街
道凤城南片区舞蹈队、延吉新村街道益寿
操队、五角场镇“群之韵”舞蹈队、新江湾
城街道尚景园舞蹈队等 20 支队伍入围
杨浦区优秀广场舞团队。

2018年杨浦区“睦邻之歌”广场舞决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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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9 日、20 日，区委
副书记、区长谢坚钢调研走访互联
网科技企业，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
报，并给予肯定。

在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谢
坚钢指出，千寻位置以“互联网+位
置（北斗）”的理念，通过北斗地基
一张网的整合与建设，基于云计算
和大数据技术，构建位置服务云平
台，以满足国家、行业、大众市场对
精准位置服务的需求。自成立以
来，在公司全体员工共同努力下，
企业取得长足发展，未来潜力更是
巨大。希望企业发挥自身优势，推
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杨浦，努力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区
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与企业沟
通，全力以赴做好企业服务的“店
小二”。

在上海悦易网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谢坚钢指出，近年来公司
致力于以二手手机为代表的电子
数码产品回收服务，为环保事业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也与杨浦全国
双创示范基地和更高品质国际大
都市中心城区建设要求高度契
合。他表示，希望企业依托自身资
源优势，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通
过开展政企合作，兼顾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努力在生活垃圾分类减
量等工作方面做出成绩、做出成
效，力争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区政府将全力以
赴支持企业发展，努力营造更好的
软、硬件创新创业环境。 ■傅新

本报讯 杨树浦路1375－1435号
（单号）、1551号，杨树浦路1391弄（全
弄）、1423弄（全弄）、1541弄（全弄），眉
州路1－51号（单号），广州路140号，
是大桥街道86街坊旧改地块。4月16
日至20日，在区旧改指挥部的精心组
织下，大桥街道积极配合杨浦征收二
所，在5天时间里，顺利完成了旧区改
造第一轮意愿征询，同意率达99.62%。

“老鼠常串门，蟑螂经常见，苍蝇

来视察，蚊子抽血见。”家住1423弄的
张翠娟阿姨对此现象深有感触。作
为建于1916年的二级旧里公房，1423
弄已经静静屹立于黄浦江畔一百多
年，这里居住人口众多，房屋结构老
化，居住面积狭小，煤卫设施简陋，给
居住在这里的1000多名群众生活带
来了极大的困扰。张阿姨居住在
1423 弄 36 号，底层面积 7 平方，一家
人的吃、喝、拉、撒都在这局促的房屋

中，由于年代久远，地基下沉，一逢大
雨，房屋里就下小雨，造成房间严重
积水，变成了室内“水景房”，张阿姨
便要用脸盆不断地排涝解灾，一边撑
伞一边洗菜也成了张阿姨家的一道

“独特风景线”。
旧区改造的喜讯传到1423弄，张

阿姨高兴得连声说：“阳光照到我们
这里来了，感谢政府，感谢党让我们
在有生之年可以住上新房子，好好享

受我们的晚年生活！”她兴奋地在一
轮意愿征询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此次旧区改造共涉及被征收
户 521 产 ，愿 意 改 建 居 民 519 户 。
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实施细则》（上海市人民政
府令第 71 号）规定，愿意改建的居
民 户 数 已 达 到 该 地 块 总 户 数 的
90%以上，将启动该地块的旧城区
改建工作。 ■项来婷

区法院推动“法治社区”“礼治社区”建设，积极回应群众司法需求

打造“法律会客厅”品牌效应

区领导调研互联网科技企业

大桥86街坊旧改首轮征询同意率99.62%

本报讯“刷脸”进店、自主购
书、无人收银。4月23日世界读书
日，国内首家“新零售+”无人书店
——志达书店在杨浦开业。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在此之前，
志达书店在复旦大学南门外开了
14年，在天猫新零售解决方案的改
造下，老店焕然一新。新亮相的志
达书店面积近 100 平方米，总计
6000 多册图书，包含通识、文史哲

“两个书店”。顾客可通过支付宝
扫一扫功能进入书店，并通过“刷
脸”绑定支付宝账号，开通免密支
付；店内无人值守，每本书下方均贴
了价签，当选好图书，顾客走到支付
通道刷一下脸，系统便可实现自动
结算。

志达书店相关负责人罗红介
绍，今后书店还会增加书评等互动
环节，尝试拓展24小时营业的可能
性，并增加云货架打破书店物理空
间的局限性。

■记者 项来婷 王修远 文／摄

国内首家“新零售+”
无人书店落地杨浦

本报讯 4月25日，“创新路上的
劳动者”——2018年杨浦区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在沪东工人文
化宫举行。区领导李跃旗、谢坚钢、
魏伟明、刘东昌、麦碧莲、徐建华、周
海等出席。与会领导为本区荣获
2018年全国和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
（章）、上海市工人先锋号、首届“杨
浦工匠”、首届杨浦区“最美劳动者”
单位代表及个人颁奖。

据了解，首届“杨浦工匠”、首届
杨浦区“最美劳动者”由区总工会通
过网络推荐、专家评审、媒体公示等
方式，在全区干部职工中选树的30
名勇于创新、爱岗敬业、建功在一线
的职工组成，其中，技术攻关型 10
名、创新创效型10名、岗位奉献型10
名，而技术攻关型“最美劳动者”被
命名为首届“杨浦工匠”。

现场，大会分为“初心不忘”
“匠心永驻”“众心向往”三个篇
章，通过专题片《创新路上的劳动
者》，“杨浦工匠”工匠访谈，男声
三重唱《工匠》、京剧唱诵《梨花
颂》、配乐诗朗诵《大美杨浦》等展
现了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在杨浦大
建设、大发展之际，引领广大职工
群众在杨浦“三区一基地”建设中
的奋斗历程。 ■张蓓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首届杨浦工匠受表彰

扫一扫关注

上海杨浦

■记者 杨晓梅

自大调研活动开展以来，区法院
抓住居民迫切需求、聚焦重点问题、追
求最好效果，采取走访、座谈、蹲点、体
验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民声民意，切
实提高司法为民水平。在一线走访调
研中，区法院发现，目前“睦邻中心”功
能较为完备，但司法服务功能尚有需
求，社区居民对法院工作不甚了解，对
法治宣传教育方面的需求迫切。

社区法官“坐诊”
早在2008年，区法院就将打通司

法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作为工作
着力点，在全区 12 个街镇建立“社区法
官”工作站，选聘退休法官担任“社区
法官”，并赋予“社区法官”诉前调解、
法律咨询、协助执行、配合审判庭巡回
办案、指导人民调解等十一项职责。

在此基础上，针对大调研中发现
的“睦邻社区”司法服务功能需求迫
切的问题，在四平路街道等社区试点
建设“法律会客厅”，配置专门的办公
场所，由社区法官“坐诊”，通过拉家
常的方式，为居民现场解答法律方面

的“疑难病症”。考虑到社区居民工
作生活节奏，将“法律会客厅”的会客
时间定为双周周四 19:00－21:00，单
周白天还安排一天在居委会开设流
动“法律会客厅”。

陈国生是位有着三十多年工作经
验的退休法官，作为四平路街道“法律
会客厅”的“社区法官”，他的工作主要
是参与社区调解、为民提供法律咨询
服务等。据他回忆，有次一位居委会
干部向他反映小区某栋楼的两户人家
因漏水问题产生了矛盾，涉嫌漏水的4
楼住户以不同意破坏房间装修为由拒
绝物业查看管道，居委会、物业多次协
商无果，几年过去了，漏水问题一直没
有解决，3楼居民家中漏水区域的墙
体、家具都发生了霉变。

陈国生了解情况后，向4楼住户
普及了《物权法》等法律知识，并承诺
如果查看后发现不是该户人家的管
道导致的漏水问题，物业将出资恢复
房间原样。通过努力，该住户同意检
查管道，后经物业证实，漏水点确实
是在4楼住户的落水管道上，经过维
修，漏水问题得到解决，两户人家的
矛盾也得以化解。

陈国生告诉记者：“像楼上漏水、
防盗门朝外开、楼道堆物等相邻纠纷
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置，最终很有可能
对簿公堂，造成矛盾双方时间、财产
的损失。其实，很多纠纷实际上是双
方‘憋着一口气’，只要把气理顺了，
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到位了，矛盾
就能解决了，邻里关系也就和谐了。”

为服务好群众，区法院诉调对接
服务中心每周还会召集“社区法官”
开一次例会，对“社区法官”进行业务
指导，“社区法官”互相交流经验。据
统计，今年一季度，各街镇社区法官
共提供诉讼指导、法律咨询、判后答
疑等服务 586 人次，指导人民调解、
协助化解纠纷 268 件次。

拓宽接近参与监督司法渠道
本着“哪里有纠纷化解需求，就

把机制延伸到哪里”的理念，区法院
不断整合各类社会资源，推进多元化
纠纷解决平台建设。结合大调研活
动，院领导与街镇基层党政组织实现

“一对一”交流，倾听意见建议，增强
工作指导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审判执
行部门与街镇司法所、综治办等基层

机构实现“面对面”合作，对涉及社区
稳定、和谐、民生的案件，采取巡回调
解、巡回审判的方式就地化解矛盾；
社区联络法官与各街镇人民调解组
织实现“点对点”互动，坚持每周定时
定点下社区，为矛盾在社区化解做好
承接和协助，为社区建设管理提供建
议和帮助。

为增进群众对法院工作的了解
和支持，秉着“法庭是最好的普法场
所、法官是最好的法治讲师”的理念，
区法院还组织开展了“法院公众开放
日”活动等宣传形式，在坚持“走出
去”开展调研的同时，注重“请进来”
进行互动交流。充分利用、开发档案
资源，设计建成上海首家专门介绍法
律文化和法院建设发展史的博物馆，
每月第一个周三下午对外免费开放，
由专人负责接待。同时，精心挑选典
型案例，每月一次组织居委干部、社
区群众旁听庭审。 （下转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