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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记者 高靓 王修远 文/摄

为期两天的2021-2022国际雪联
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海杨浦站
圆满落幕，12月18日至19日，杨浦滨
江变身越野滑雪场，掀起了一场雪上
飞人大战。

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
赛是国际雪联主办的A类赛事，也是
北京冬奥会积分赛。上海用开埠以来
的首场真雪赛事，打造都市体育新景
观，助力北京冬奥会。

百年工业遗存插上“冬奥”翅膀

此次比赛设男女个人短距离自由
技术和男女团体短距离自由技术4个
项目。赛道上，运动员们一路疾驰，上
演了一场国际一流水平的滑雪赛事。
对于运动员们来说，此次是他们第一
次在上海参加越野滑雪赛。已经获取
冬奥会参赛资格的中国越野滑雪队运
动员池春雪说：“上海第一次举办滑雪
比赛，我们就能参与其中，成为第一批
在上海参加越野滑雪比赛的运动员，

有一些小小的骄傲和自豪。”她同时也
感谢赛事主办方，“能看出来，这边的
工作人员做了很多努力。比赛前两天
下了一场雨，赛事组委会立即对赛道
进行了修复，总体来说非常不错。”对
于接下来的训练比赛，她也有自己的

“小目标”：“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整个
团队都在非常积极地备战，很珍惜每
一场比赛。希望能用接下来的时间，
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和竞技水平。”运
动员迪妮格尔·衣拉木江也在赛后采
访中表达了激动之情，“赛道真的是一
级棒，在这里滑雪，整个人心情都很
好，完成的也非常不错。”

1932 年，刘长春从杨浦滨江出
发，单刀赴会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如
今上海首场真雪赛事在这片土地上进
行，点燃上海市民的冬奥热情。雪道
边的祥泰木行、明华糖仓以及绿之丘，
一幢幢融合百年杨浦工业记忆的建筑
都成为了这场赛事的独特风景，杨浦
滨江雪道也成为申城一条新的体育风
景线。“杨浦滨江是人民城市理念的首
发地，人民城市的核心理念包含了为
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更优质的公共体
育设施服务，更好的比赛和赛事活动，
更好的体育服务空间。此次活动也将
为上海，尤其是杨浦的冰雪运动拉开
一个新的篇章。未来，我们将在这个
赛段尝试举办更多冰雪类的赛事，让
老百姓了解冰雪运动。”杨浦区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胡元晖说。

随着冬奥会的临近，杨浦也在积
极探索冰雪运动发展新模式。胡元晖
告诉记者，“杨浦的冰雪运动处在急剧
上升阶段，很多老百姓对冬奥会，对冰
雪运动充满了期待。今年杨浦区成立
了上海市首家冰雪协会，眼下协会的
会员发展，活动的开展，包括一些对外
交流等各方面都在进行之中。我们将
进一步把杨浦的冰雪运动，与整个冬
奥会，整个国家的全民健身运动结合
在一起，相互助力、相互借力，以此来
促进杨浦全民健身更好的发展。”

各方保障助力滨江现雪景
今年上海的冬天姗姗来迟，虽然

早已过了大雪节气，但温度总在十多
度徘徊。要在黄浦江边铺设这样一
条越野滑雪赛道，难度可想而知。11
月中旬起，制雪设备、发电机组开始
进入绿之丘滨江段，并于 11 月 18 日
开始制雪。

据中国滑雪协会介绍，此次采用
了国际先进的环保节能城市高温造
雪技术，SNOW FACTORY 设备将
水引进造雪集装箱内，在箱内冷却上
冻，再推进机器进行打磨，打磨成雪
后由压缩空气吹出箱体形成雪花。
这种高温造雪能耗低、损耗低、对周
边环境零污染，是目前最为推崇的城
市造雪模式。通过科技助力的方式，
南方城市已经具备开展越野滑雪的
条件，在街头巷尾使冰雪这项“冷运

动”成为“热时尚”，也将为未来办赛提
供宝贵经验。

为了办好上海唯一的国际赛事，
助力冬奥会，杨浦高度重视，区各相关
部门也积极做好预案，落实落细赛事
防疫安全、场地安全等各项举措，为赛
事圆满、成功、精彩举办提供高质量保
障服务。“由于制雪所需的水电量都
较大，我们在水电配套方面遇到了
很大的挑战。目前的水电配套只满
足于公共空间的日常运用，要制雪
就需要做额外的安排和各部门的配
合，为此我们做了很多方案，以确保
赛事的顺利举行。”上海杨浦滨江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亮表
示，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
高品质的体育活动也是其中重要
的一环。此次国家体育总局把城
市越野赛放在杨浦滨江，这也是对
杨浦人民城市建设一个很重要的
补充。我们也希望以这个赛事为
引导，引入更多的文体活动，使人
民城市的内容更加丰富，使生活在
这个区域的老百姓能够充分享受到
滨江一线的资源。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能够举
办这样一场赛事，是方方面面共同努
力的结果，也是广大市民理解的结
果。这次的比赛也将为我们以后再开
展类似的比赛积累一些经验，也会为
以后开展类似的工作做一些铺垫。”胡
元晖说。

杨浦滨江变身越野滑雪场
2021-2022国际雪联城市越野滑雪中国巡回赛上海杨浦站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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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记者 汤顺佳

“我们小区和以前不一样了！”九
州花苑这个已迈过25个年头的老旧
小区，曾因下水道老旧、外墙破损等
问题，让居民感到烦心，而如今，它迎
来了华丽转身。

今年4月，九州花苑“美丽家园”
建设项目获批开工，近日，这个历时
199 天的工程顺利完成主要项目。
一个焕然一新的家园出现在居民的
眼前。

房顶、外墙、下水管道
“该换就换”，三驾马车协同
发力、道道把关

九州花苑小区建成于 1996 年，
面积不大，只有三幢 6 层住宅和两
幢 25 层住宅。近年来，小区下水
道因使用时间较长，频频出现损
坏、堵塞等现象，影响居民的日常
生活。

在这次的“美丽家园”建设中，小
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多次开会，决
定全面更换新的下水管道，保障居民
正常用水。期间，小区管理部门还联
系了燃气、上水等单位，得到他们的
积极配合，在开挖路面时，同步更换
燃气、上水管道，以尽可能缩短工期，
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多层平改坡是这次“美丽家园”
的重头戏之一。清理堵漏、浇灌混凝
土梁、做钢屋架、铺木板……一步步
工序，从材料质量到施工质量，小区

“三驾马车”协同发力，道道把关，给
予保障。

此外，施工单位还为小区进行了
外墙粉刷、绿化修剪、铺设路面沥青、
划设停车线、更换楼道信报箱等其它
工作。

记者了解到，这次工程还关注到
了个别居民的困扰。高层顶楼的一
户居民家中因长期漏水，房间天花板
大面积发霉，苦不堪言。小区管理部
门针对这一问题，多次开展专题研
究，在施工期间一并解决了。“我终于
可以计划重新装修自己的家了。”居
民高兴地说。

调解小队“牵”起那根
连接各方的“线”

施工期间，搭脚手架、道路坑坑
洼洼、噪音等，难免给居民生活带来
不便，为了保障九州花苑“美丽家园”
建设和谐推进，一支调解小分队自发
成立了。

今年75岁的尤润珠是调解小队
发起人，也是队长。作为在小区里住
了 20 余年的老居民，她对小区事务
相当熟悉，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大家
都叫她“尤姐”。这位居民口中的“尤
姐”曾在疫情期间，带头成立30人的
服务队，开展防疫宣传；也曾在疫苗
接种工作中，长期担任夜场志愿者。
这次小区改造，她组织发动了 24 名
业主代表，加上一些党员干部，组成
了这支 36 人的调解小队，挨家挨户
调解施工矛盾。

“现在居民们有什么难题，都
习惯第一时间反映给尤姐。”107 弄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黄魏超告诉记
者，“她会做一个中间人，牵起居民
和小区管理部门、施工单位之间的
那根线。”

由于尤润珠经常做社区志愿
者，对居民来说，是一张“熟面孔”，
号召力自然更强。什么大事小情，
经过她的介入，总能找出解决方
案，化解得让双方服气。比如这次

“美丽家园”建设中，要清理、拓宽
消防通道，奈何小区里本就“停车
难”问题严重，居民的私家车常常
将通道占据，作为停车位使用，两
者矛盾不小。尤润珠便带着小队
成员，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上居民家
做思想工作。

此外，对于施工带来的“停车难”
加剧问题，小区管理方还咨询了区交
警支队。对方及时安排人员到小区
及周边进行查勘，经研究和相关审批
程序，给出了相应解决方案，即提供
靖宇中路（靖宇南路－沧州路）南侧
作为小区私家车的临时停放点，最多
可同时停20辆轿车。有需求的居民
只需到物业管理处登记，就可在规定
时段内停放车辆，持续约半年，直至

“美丽家园”建设完工。
在九州花苑居民的支持与配合

下，如今，“美丽家园”建设平稳收
尾。“‘美丽家园’建设真是让我们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一位居民说。

■记者 高靓

处于失管失养状态的“无名路”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街道协调各方
跨前一步，一手抓违章惩处、一手抓
便民惠民，使“无名路”秩序、环境焕
然一新，同时积极引导居民参与“无
名路”的治理与维护，增强居民对社
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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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买菜难、买菜
远”的难题，街道主动作为，合理布
局生鲜超市，满足居民家门口的“菜
篮子”需求……

近日，长白新村街道举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十佳案例评审暨常态
化机制构建座谈会，基层工作者们
讲述了一件件解民忧、纾民困、暖民
心的鲜活案例，专家组现场评审“十
佳案例”，并开展座谈研讨，为“我为
群众办实事”常态长效推进定制“长
白方案”。

加强居民自治，群策群力
控江路18弄居民区59弄小区建

成于1989年，有580户动迁原拆原还
居民，60岁以上居民占80%。此前小
区一度存在“圈地种菜”、乱扔垃圾
等占绿、毁绿不文明现象，使小区整
体环境受到影响，虽经多次整治，但
效果不明显。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
下，通过强化居民自治，决心打造居
民自治项目“匠心苗圃”，以改善小
区绿化环境。

为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
热情，居民区党总支搭建平台，成
立了具有民主议事协商和志愿者
智囊团功能的“议木堂”自治组织，
由机关联络员、居民区“两委”班子
成员、党员志愿者骨干等组成“长
老会”，通过广泛收集居民关于改
建绿化带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在

“长老会”上集中讨论，大家统一思
想、群策群力。

围绕着“匠心苗圃”建设项目，
小区志愿者们纷纷行动起来，以“社
区微更新”建设为契机，由老党员带
头，召集社区内的花卉种植爱好者
共同参与。通过劝阻毁绿占绿等不
文明行为，清除绿化带垃圾，拔除杂
草、翻土整地、种上鲜花。原本黄土
朝天的绿化带不见了，臭气熏天的

“自留地”不见了，蚊蝇孳生的小池
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开满鲜花
的苗圃、整齐的晾衣架、干净的道板
砖，居民的生活环境变得整洁宜居，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同样，通过强化居民自治，长白
新村街道辖区内的两条“无名路”也
焕发生机。这两条“无名路”，一条
位于松花江路 95 弄小区门口，一条
介于延吉东路115弄和延吉东路 125
弄两个小区之间。它们既不属于市
政道路，也不属于企业和社区所辖
道路，由于管理边界不清，处于失管
失养状态。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长白新村
街道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将“无名路”整治纳入“我为群众办
实事”专项行动之一，依托社区工作

“大联动”平台，打破常规条线条块
细分，建立了“无名路”管理协调推
进机制，同时建立了“四保”协同机
制，即保安全、保秩序、保整洁、保美
化。通过整治和管理，两条“无名
路”的环境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
改变，提升了周边居民的满意度。
那么如何维护整治成效？一支“无
名路”日常自治议事协调机制应运
而生，街道组建道路养护志愿者团
队，居民代表定期召开议事会议，针
对居民反映的“无名路”当下存在的
问题集中商讨，提出解决对策，通过
每月开展“无名路”清洁美化行动，
进一步凝聚居民合力，达成社区共
识，形成“自管自治，共享道路”的良
好氛围。

“三环”党建再发力，助
力社区治理提速升级

为将社区治理做深做细做实，
长白新村街道党工委将各居民区党
总支、上海理工大学的学院二级支
部、环上理党建活力联盟单位相互
配对，形成“三环”工作格局，打通了
社、校、企党建联建脉络，做深做实

“三环党建”。
控江路 121 弄居民区属于典型

的老旧小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配套设施不齐、违建较多、停车
位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影响了居
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和谐美好社区
的建设。38－40号是小区的中心地
带，也是居民出行的交通要道，更是
居民日常讨论的“热门话题”。为
此，居民区党总支携手上海理工大
学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系教工党支
部、上海华太极光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等党建联建单位，通过组织共建、
区域共治、资源共享等形式，组建专
家“智囊团”，多次召开专题联席会
议，针对控江路 121 弄 38－40 号该

“如何优化绿化环境”“如何细化空
间分布”等问题给出专业意见，进一
步优化项目的整体改造，形成最佳
解决方案。

得益于“三环党建”的落地，今
年，松延居民区党总支与党建联建
单位充分挖掘资源，解决居民的生
活困难。针对社区内困难老党员，
党建联建单位除了发起爱心捐款，
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外，还为其中
的 3 名独居高龄老党员安装了云监
控摄像头，让他们的子女可以随时
了解老人的情况，为老人日常生活
增添保障。

“我为群众办实事”永
远在路上，推进“安康和美”
活力长白建设迈上新台阶

记者了解到，今年，长白新村
街道研究制定了“9+X”办实事体
系，共梳理出了电梯加装、非机动
车智能充电管理、房前屋后环境美
化、楼道整洁美丽、升级消防设施、
无名道路整治、垃圾分类便民投
放、新冠疫苗便民接种、商会开门
办会扩圈补链等面上九个专项行
动，由街道相关分管负责人牵头、
职能部门推进落实，进行挂图作
战、销项管理。同时，以九个专项
行动为任务导向，通过居民区走访
调研、企业团队式联系走访、12345
热线、信访接待等通道形成了滚动
项目清单，建立了“151030”办结、
民情实事分析会等机制，先后收集
确立实事项目 114 个，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92 个。

围绕如何常态长效完善制度机
制、丰富活动方式、提高活动实效，
长白新村街道仍在不断探索。“目前
有四个问题需要加以研究，一是如
何从机制上保证办实事的计划方案
与群众的实际需求贴得更紧，使办
实事与群众工作有机结合；二是如
何保证办实事成为各级组织、党员
干部的自觉行动，以便民活动为牵
引，转变工作作风，树立机关、窗口
良好形象；三是如何将基层办实事
的具体做法上升为更高层面的政
策、制度安排，从个案解决问题向解
决普遍问题延展；四是如何完善办
实事项目的支撑保障和质效评估，
努力使办实事的形式与内容、投入
与效果、组织行为与群众观点相统
一。”长白新村街道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机制、
着重落实，以街道党工委为领导核
心统筹推进，把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作为街道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把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作为评价街道各项工作的尺子，推
进“安康和美”活力长白建设迈上新
的台阶。

小区打造“匠心苗圃”，“无名路”旧貌换新颜，高龄老人生活添保障……

社区治理的“幸福密码”是什么？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每个孩
子是家庭中的一粒种子，以爱之名灌溉
种子，它将成长为心中有大爱的参天大
树。近年来，杨浦深耕“爱·风尚”“爱·陪
伴”“爱·守护”的“三爱”家庭建设品牌，
硕果累累。

“小爱”，是一颗圆圆的小豆子，外
表呆萌，是区妇联家庭建设的形象代言
人，爱分享、爱交友、爱公益。近日，“小
爱”表情包正式上线，以创新形式传递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家
庭理念。“哈喽”“谢谢”……除了日常用
语外，“小爱”也时刻不忘向大家传达绿
色健康的生活理念，比如“垃圾分类，走
你”“绿色出行，我来也”。据了解，除了
表情包外，近期还将上线定制勋章、帆
布包等“小爱”周边文创产品。

今年9月25日，“红色百年·家风流
芳”上海市第十八届家庭文化节在长阳
创谷举行。杨浦家庭儿童工作品牌IP
形象“小爱”揭晓。 ■记者 毛信慧

“我们小区和以前不一样了！”

家庭儿童工作品牌IP
“小爱”表情包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