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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汤顺佳 王歆瑜 文茜婷 高靓 宗禾

一次齐心协力的加梯
合作，让“点头之交”成了好
朋友

在杨浦，小区加装电梯早已不是
新鲜事，越来越多“悬空老人”迎来了
盼望已久的“电梯时代”。11月24日
上午，工农四村 159 号楼加梯工程正
式开工。

159 号楼位于工农四村小区深
处 ，建 于 上 世 纪 末 ，属 于 商 品 房 。
房龄虽不算太老，楼内居民老龄化
程度却很高，加之部分年轻居民也
有生病、腿脚不便等特殊情况，上
下楼是这里的一大难题。159 号楼
成为工农四村“第一个吃螃蟹”的

“样板楼”。
159 号楼共 6 层，一梯两户，一

共 12 户居民。率先提出加装电梯
想法的，是住在 4 楼的樊松鹤。去
年秋天，他听说殷行街道的一些小
区已经启动加梯工程，有的已经完
工，这令他很心动。于是，樊松鹤
赶紧与楼内三位居民组成了加装
电梯工作小组，挨家挨户敲门，开
展意见征询。

住在2楼、今年72岁的王德发是
第一个举双手赞成的。对于这件事，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有两句话：“将心比

心”和“远亲不如近邻”。因为王德发
住的楼层低，但他亲眼目睹过行动不
便的邻居上下楼之难。“大家都是邻
居，一切讲究一个‘情’字，彼此要相互
体谅。”

低层住户体恤高层住户的不便，
高层住户也为低层住户着想。住在1
楼的楼组长吕萍回想起加梯筹划过程
中邻居们说的话，就忍不住笑起来，

“我很感动。之前碰到电梯选材问题，
楼上邻居第一个想到的是不要影响1
楼采光；讨论电梯施工方案，大家马上
就说不要给1楼造成噪音……我觉得
心里暖洋洋的。”

当被问及初步意见征询一共花
了多少时间，樊松鹤用“太短了”三
个字来形容，“大家一下子就都同
意了。”

全体住户签字同意，只是工作
小组迈出的第一步。159 号楼的加
梯工程从最初筹划到正式开工，算
上期间因疫情而耽搁的时间，共忙
了一年多。因为在意见征询后，其
他准备工作依然繁杂：申请报建、公
示公告、寻找施工单位、签订合同、
明确出资方案……

对 159 号楼而言，最难的是确定
加梯方案。一来，和许多商品房一样，
159号楼的1楼铁门前有一片不小的
水泥平台，上附屋檐，作为避雨亭。而
这块地方，正是未来电梯的位置所

在。两者之间的重合矛盾，让电梯的
具体入户位置变得难以确定。二来，
从 3 层开始，两边每户都有一个小阳
台，紧贴电梯位置的两侧。这同样增
加了施工难度。

樊松鹤所在的加装电梯工作小
组 从 去 年 开 始 ，跑 了 周 边 多 个 小
区，实地考察加梯情况。施工单位
相关负责人也为其出谋划策。最
终，他们决定采用“错层落户”的加
梯方式，这也叫“半层入户”，即，将
楼道内每半层原有的一扇窗户改
为 门 洞 ，连 通 外 部 电 梯 ，成 为 过
道。居民们就此进入楼体。也就
是说，走出电梯门后，居民还需要
向上或向下再走半层楼，才能抵达
目标楼层。

“这半层楼，是8级台阶。”樊松鹤
告诉记者，“对于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
来说，这样已经极大程度缓解了他们
的‘悬空难题’，但对完全没有行走能
力、出行需要坐轮椅的人来说，依然存
在阻碍。”樊松鹤正在设想，未来，协助
确有需求的居民在所住楼层额外设置
家用简易扶梯，让这8 级台阶不再是
出行障碍。

经过这次齐心协力的加梯合作，
大家的情谊越来越深厚。1 楼的吕
萍偶尔去医院，会借2 楼王德发的私
家车搭一程，王德发如需出远门，也
会放心把钥匙交给隔壁邻居保管。

老人帮小年轻代收快递，更是楼内司
空见惯的小事。“以前，大多只是点头
之交，如今，我们都成了好朋友。”樊
松鹤说。

不仅如此，加梯还会吸引一批“老
朋友”回归。

记者了解到，本次加梯工程大
约耗时 5 到 6 个月，预计于明年初
夏完工。听到这个消息，王德发高
兴地说：“我们 5 楼原先住了一个老
太太，这几年因为腿脚不好，上下
楼不便，无奈之下就搬到附近另一
个小区住了。现在我们这里加装
了电梯，看来，我马上能见到这位
老邻居了！”

想居民所想，打通家门
口买菜“最后一公里”

民治路居民区位置较为偏僻，
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加之军工路
高架快速道路及铁路的阻隔，造成
该居民区与周边菜场、超市等民生
服务基础配套设施距离较远，“买菜
难、买菜远”成为困扰居民群众的一
件烦心事。

民以食为天，如何改善这件关
乎居民“菜篮子”的民生大事，打造
更 加 舒 适 便 捷 的“15 分 钟 生 活
圈”？长白新村街道高度重视，跨
前一步，主动作为，寻求破解居民
买菜难的可行性方法，推动基层社
区治理。

街道党工委第一时间落实相关
责任科室，明确时间节点与解决方
案，定期抓反馈、抓落实，在多方研究
和科学测算下，决定在民治路居民区
引入第三方生鲜超市。

该生鲜超市采取线上商城、线下
进社区的模式，与蔬菜种植基地、农
场、新鲜肉类供应市场直采对接，提
供绿色健康、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
优质农产品、新鲜肉类及冷冻水产
品，最大程度满足了社区居民的“菜
篮子”需求。此外，考虑到老人行动
不便，买菜走不动、拎不动等难题，生
鲜超市还为周边小区的老人、残疾人
提供“你买菜，我来送”服务，只需一
个电话，居民就能享受足不出户、隔
空下单，新鲜菜品第一时间送进门的
便利。

从居民意见收集，到调研分析，
再到生鲜超市落地，街道始终把群
众的诉求当作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与
落脚点，在生鲜超市的落地过程中，
各职能部门进一步提高站位，积极
联动，迅速落实便民超市进社区的
方案。

该超市已开张几个月，深受居民
欢迎。在实际运营管理中，街道与居
委会重视后续管理与追溯工作，积极
与生鲜超市运营方沟通，及时告知收
集到的居民意见建议，督促超市更好
地完善服务、优化菜品，丰富居民的

“饭桌”。
目 前 ，便 民 生 鲜 超 市 运 作 稳

定，有最新促销活动均会第一时间
通过居委会广而告之，形成“民有
所需、我有所供”的良性互动。据
悉，后续超市将继续“改版”，期间，
店内所有蔬菜、水果、海鲜、肉类全
部以特优价出售，超市全新升级后
将为居民提供更为多元化、更优质
的服务。

菜市场内，如果当天的蔬菜卖不
完，不少会被下架销毁，造成大量浪
费。如何让这些蔬菜物尽其用，同时
惠及群众呢？阳普敦化菜市场的“蔬
菜银行”应运而生。

“老板，来和你核对一下，今天的
蔬菜量是不是草头5斤、土豆5斤、香
芹 5 斤、鸡毛菜 5 斤……”下午 3 点
半，阳普敦化菜市场负责人张励来到
市场内的平价菜摊位，与摊位经营户
核对着每日提供的蔬菜量。在清点
完之后，张励还与居委会工作人员一
同上门，将一份份爱心蔬菜送到居民
家中。

“真是不好意思，天天麻烦你们来
送菜，菜市场和居委会的关爱让我们
感到很温暖。”68 岁的孙老伯连忙道
谢。他常年独居，是社区重点关注对
象。孙老伯还告诉记者，送来的蔬菜
很新鲜，每天还会“换点花样”，当天吃
不完的放冰箱保存，也问题不大。

张励介绍，这些蔬菜是从市场
内的平价菜摊位募集得来的。菜
市 场 每 天 都 避 免 不 了 蔬 菜 的 损
耗。“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几个蔬菜
摊位绿叶蔬菜的浪费量比较大，一
天下来，得有五六十斤。为了避免
舌尖上的浪费，我们与平价菜摊位
经营户对接，将每天多余的、品相
好的蔬菜打包好，免费提供给社区
困难群众。”

据悉，接下来，随着“蔬菜银行”运
作的逐步深入，阳普敦化菜市场将寻
求更多经营户的支持。“目前我们对接
了个别经营户，可提供的蔬菜量比较
有限，只能帮到少数困难居民。后期
想把市场内其他蔬菜摊位品相比较好
的蔬菜都利用起来，让更多困难群众
受益。”

“社区治理，就是以真情
换真心的情感治理”

业主参与意识不强，业委会自行
解散，物业管理不力，公共设施无人修
理……面对各种急难愁问题，居民区
党总支应该怎么办？

教师公寓居民区党总支反复酝
酿，打算搭建一个协商议事平台。
在小区发布“招募令”，通过公开招
募、自愿申请、个别遴选的方式物
色贤才达人，最终招募了 25 名关心
社区事务、具有一定专长的居民，
成立了“智多星议事堂”。“智多星
议事堂”聚焦业主、居民关心的问
题，主动接受监督，保障群众关心
的事务议而有决、决而有行、行而
有果。近年来，在“智多星议事堂”
的推动下，不少“老大难”问题得到
了解决。

教师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童玛
丽荣获杨浦区第二届“十佳小巷总
理”，教师公寓“智多星议事堂”获评杨
浦区十佳自治项目。

11 月 29 日，杨浦区 2021 年“大
家微讲堂”之“百年党史大家说”第
八讲——“奋楫‘扬’红帆，聚力‘谱’
新篇”专场活动走进长海路街道，与
线上线下观众一起学习领悟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共话人民城市建
设。当天，童玛丽分享了自己关于
社区治理的心得体会。“我对基层民
主协商的理解就是，通过一次次‘面
红耳赤’，换来一片片幸福祥和。”童
玛丽总结道。

“社区治理，就是以真情换真心
的情感治理。”活动中，上海体育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胡德平
以国和路 611 弄 19 号楼的加装电梯
工程等实事为例，深刻诠释了人民城
市建设的理论逻辑、历史经验和实践
方法。

针对杨浦应如何深入践行人民
城市重要理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首先是做大做实‘三师
三顾问’制度，打造了具有杨浦特色
的社区治理品牌。其次，杨浦可围绕
地区内的文化地标，如复旦大学、同
济大学、杨浦区图书馆、创智天地等，
进行街区规划。未来，社区金融、社
区教育、社区艺术、社区健康等项目
将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成长起来，社区
治理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最
后，通过党建引领的志愿行动，让每
个人成为积极的行动者，确立社会治
理的底盘。”

让每个人成为积极的行动者——杨浦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社区治理品牌

居民的幸福生活“匠心质造”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

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社会治理工作能取得突破、获得成功的重要秘诀。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杨浦如何在社区治理中落实党的民心政治，让居

民群众的幸福指数更高？如何在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征程中，产生更多的上海实践、杨
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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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杨浦时报》创刊于1996年10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关注
发展，服务民生”为己任，围绕中心把握导向、关注民生办出特色，面向基层传递党的声
音、反映社情民意、弘扬社会正义、传播先进文化，为广大市民提供最新鲜、最实用的信
息资讯。

2022年《杨浦时报》发行工作已启动，面向全区发行，实行有计划向广大读者赠
阅。现就有关事项敬告读者：

1、2022年《杨浦时报》的发行对2021年的订户（个人或单位）将延续一年，无需再
办理手续，由所属邮局继续投递。

2、本区各社区（街道）的事务受理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党员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
心、睦邻中心，及本区所属公园的《杨浦时报》免费发放点，继续由所属邮局投递。

3、欢迎扫码关注“上海杨浦”APP、“上海杨浦”政务微信，浏览《杨浦时报》电子报。

敬请广大读者理解、支持。
咨询电话：65653116

2022年征订公告

欢迎广大读者扫码关注杨浦区融媒体中心各类新媒体平台

“上海杨浦”APP “上海杨浦”微信公众号 “上海杨浦”官方抖音号“上海杨浦”政务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