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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杨浦区法律志愿者实践基地建成
区法院联合区司法局公布《法律志愿者管理办法》

■记者 周琳 杨晓梅

本报讯 9月22日，“2015海外华
侨华人社团负责人上海研习班”的
美国、荷兰、马来西亚、日本等国的
35 位海外侨领，与杨浦海外联谊会
10 余位华人华侨相聚杨浦，参加主
题为“科创中心绘蓝图、海外侨领聚
杨浦”活动。

当天下午，参与活动的海内外
华人华侨参观了区规划展示馆、五
角场创智天地和大学路“咖啡一条
街”，观看了“活力杨浦、创新之城”
区情专题片，领略杨浦创新创业文
化风景。

活动期间，区委政策研究室负
责人为海内外华人华侨朋友作《杨
浦新坐标：重要承载区+万众创新示
范区》主题演讲；区海外高层次人才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对杨浦国

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政策“3310引才计划”进行推介。参
与活动的海内外华人华侨交流创业
经历和发展历程，与区商务委、区科
委、区投促办等职能部门现场对接
沟通投资创业，共绘杨浦上海科创
中心重要承载区发展美好蓝图。

区委统战部向海内外华人华侨
介绍了杨浦的区情，希望华人华侨
们充分发挥丰富的智力资源和广泛
的人脉资源优势，促进杨浦的建设、
改革和发展，为团结一心加快杨浦
创新创业步伐、共圆中国梦作贡献。

一位海外华人华侨代表表示，
此次活动让海外华人华侨领略了创
智天地企业众多的创业氛围、高校
云集的人才和知识资源等，切身感
受到杨浦人民的创新创业精神，海
外华侨华人社团将发挥组织优势，
为建设美丽杨浦作出努力。

■记者 周琳

本报讯 近日，“杨浦区法律志愿
者实践基地”在区法院院长孙培江
和区司法局局长陆静共同见证下揭
牌启动，《杨浦区人民法院、杨浦区
司法局法律志愿者管理办法》同时
公布，标志着全市法院首家由社会
力量组成的法律志愿者实践基地正
式建成。

为回应群众呼声，满足群众司
法需求，区法院联合区司法局共同
筹建“杨浦区法律志愿者实践基
地”，从全区区级调解员、街道（镇）
调解员、居委会调解员和律师、法律
服务工作者中选拔出 50 名志愿者，
在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轮值，为来
访群众提供多项法律服务。

根据《办法》要求，所有志愿者
都将在法院工作人员的统一指导
下，坚持“志愿服务、零报酬”原则，
发挥“从群众中来、接触群众较多”
的优势，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答疑
释法、代写诉状、疏导劝解等服务，
在突出“法院居中裁判立场”的同
时，回应群众司法需求，提升司法为
民工作水平，丰富诉讼服务中心建
设内涵。

“除回应群众司法需求外，此次

实践基地建设的另一个着眼点是为
社会综合治理一线工作人员提供学
习锻炼的平台。”据项目负责人介
绍，此次50名志愿者中有40名是本
区各级人民调解员。通过参与志愿
服务，促进人民调解员进一步学习
法律知识、提高纠纷化解能力，并将
这些知识能力应用于本职工作，促
进社会矛盾及时化解，助力社会综
合治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区法院积
极拓展社会监督渠道，主动在《办
法》中明确志愿者有“对法院工作
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
的权利，鼓励志愿者在开展服务的
同时，深入了解、积极监督法院工
作，促进阳光司法、透明法院建设
取得更好效果。

为将志愿服务精神和效果落到
实处，《办法》还对相关各方的职责
均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志愿者保
守群众隐私和秘密，不得收取或变
相收取报酬，不得以志愿者身份牟
利。同时，要求区法院和区司法局
适时组织业务培训和座谈会，强调
科学管理、规范操作，为每位志愿者
建立服务档案，对优秀志愿者予以
表彰，力求做到各项工作有据可查，
确保实践基地运行取得实效。

本报讯 9月19日，区婚登中心携
手婚恋新媒体“上海结婚”，启动“公
益伴侣”计划，并举办了首次活动。

据介绍，自 8 月中旬起，区婚登
中心和“上海结婚”共同发起“公益伴
侣”报名活动，在全市范围内招募夫
妻志愿者，拟成立沪上首支夫妻志愿

者服务杨浦小分队。在一个月的时
间内，已有 30 多对夫妻志愿者报名
成功，加入这支爱心公益团队。首次

“公益伴侣”活动中，帮助脑部残障儿
童挖掘艺术天赋的社会组织 heArtS
（心公艺）举办了一个小型画展，展出
了部分脑部残障学员的优秀绘画作

品。在区婚登中心大厅，“公益伴侣”
志愿者和前来结婚登记的新人们参
与了“涂色留爱”、“明信片慢递”等游
戏环节，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该活动将继续与各类公益组织
牵手，打造“轻公益”概念，为年轻夫
妻提供参与公益的机会。 ■闵正

婚登中心开启“公益伴侣”计划

■记者 周琳 杨晓梅

本报讯 9 月 21 日晚，杨浦交警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专项检查酒驾行
动，5 名抱有侥幸心理的酒驾司机，
被逮了个正着。

当晚 10 时，全区集中整治酒驾
行动正式开始。区交警支队七中队
民警在国定路政立路路口进行盘
查，每辆私家车经过，民警都拦停车
辆并对驾驶员进行酒精测试。一个
小时后，民警检查的车辆超过 200
辆，未查到一辆酒驾车。专项检查
没有查到异常情况，执勤民警许建
兵十分开心：“许多驾驶员喝了酒都
放弃驾车，或叫了代驾，说明我们驾
驶员的安全意识增强了。”

而在军工路周家嘴路路口，一
辆疑似酒驾的车辆被杨浦交警一中
队民警查获。民警现场测试驾驶员
王某血液酒精含量，结果显示为 85
毫克/100 毫升，已达到醉酒驾车标
准。随后，王某被带至控江医院做
进一步血液检测，确认其醉酒驾车
行为。按照规定程序，民警对王某

开具了《强制措施凭证》，暂扣机动
车并移交审理科做进一步处理。

据统计，截至次日凌晨3时严查
行动结束，杨浦交警共查获酒后驾
车人员4名、醉酒驾车人员1名，除了
驾驶证扣分外，他们还将面临行政
拘留的严厉处罚。

据悉，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
从9月18日至9月27日，上海市公安
局交警总队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
以机动车违法停放、酒驾毒驾违法
行为、高速公路秩序管控为重点的

“打非治违”第五波次统一整治行
动。整治期间，交警部门以辖区餐
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高速公路、城
市快速路等封闭式道路入口为重点
展开专项检查，并将酒驾整治行动
延伸到中秋、国庆，为“两节”创造良
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据交警介绍，司机酒驾往往抱
有侥幸心理，认为开车回家距离近
没什么大碍，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
隐患。同时，也提醒广大居民，在酒
后等待代驾的过程中如果进行挪车
行为，同样也会被当作酒驾查处。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今天你走了多少步？”
最近这成了不少同济大学附属杨浦
医院医护人员的日常问候语。一项
长达2周的健步比赛，日前在医院职
工中掀起了一股健身“攀比风”。与
以往体育比赛比速度拼耐力不同，这
项比赛更考验的是参与者的持久力。

让运动成为互动游戏
“不少医护人员平时工作繁忙，

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躺再也不想动
了。”如何才能吸引职工尤其是青年
职工更多地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培
养其定期锻炼的好习惯呢？

杨浦医院利用互联网进行线上
互动，调动职工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
性，在潜移默化中体会运动的乐趣，
培养主动、经常、科学的健身意识。

该活动依托手机软件的数字计步
功能，统计参赛者每天的行走和跑动
步数，以2周为一个比赛周期开展竞
赛，最终评选出总步数最多的获胜者。

活动参与者可通过关注“微信运
动”公众号，使用支持与微信互联的
运动手环，下载相关计步类APP导入
运动数据等方式，参与到比赛中来。
记者看到，在这个平台上，参赛者能
看见自己与好友每日行走的步数，并
在同一排行榜上得以体现，好友之间
可以相互点赞支持。这项简单易行、
随时随地都能参与的职工活动，意想
不到地吸引了近200名职工的参与。

传统的健身活动，需要特定人群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共同参与，限
制了受众的参与度和持久性，组织方
在交通、卫生、安全等方面都需要精
心筹备，不但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而且参与度也会受到影
响。“用手机软件计步的最大好处就
是可以随时随地统计步数，不管上下
楼、办公区域走动还是走路上下班，
日常大小运动量都可以全面统计。”
活动组织者、医院团委的洪虹介绍。

步数反应真实生活状态
记者发现，即使有人为了“刷步

数”而在某一天狂走猛跑，刷出一个
好成绩，但由于比赛周期较长，最终
的比赛结果，基本反映的还是职工的
真实生活状态。

药剂科的朱琳，以平均每天 3.5
万步的惊人运动量，摘得比赛第一
名，最多的一天，甚至走了4.7万步。
她说，自己曾是学校田径队队员，工
作后也常会在晚饭后慢跑加散步约2
小时。比赛期间，她更是每天都会关
注朋友圈排名。和朱琳一样，后勤保
障部的卢远，平时也有锻炼的习惯。
从部队退伍后，卢远仍然保持着每天
晨跑1个半小时的习惯。

朱琳的冠军成绩，与她的工作性
质也脱不开关系。身为临床医师的
她，每天都要在药房和病区间往返走
动，走动量不下一万步。事实上，本
次比赛的前5名，几乎都被药剂科的
职工所包揽。同样取得较好成绩的
卢远，工作中也需要大量走动。由于
负责医院后勤、保卫、基建等工作，他
每天都要在各个地点来回穿梭，很少
有坐下来的时候。

为参赛而改变生活习惯
在有人维持常态的同时也有人

为了参赛而改变。
朱海霞是参赛者中年龄最大的

职工。今年51岁的她在胎心监护室

工作，每天面对的都是一眼望不到头
的待检队伍，在仪器旁一坐就是一整
天。“工作压力大，感到自己的睡眠质
量越来越差了。”参赛后，朱海霞开始
作出改变，每天下班后坚持去公园锻
炼。“我没想过要在朋友圈争名次，只
要自己能坚持下去就好。”2周下来，
朱海霞感到睡眠质量变好了，走路也
不那么累了。

教学管理部的张文杰原本只是
为了减肥才参加的比赛。不过参赛
后，为了“刷步数”，她一改平时懒散
的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在小区附近跑
上1个多小时。“感觉减肥初见成效，
以后应该还会持续下去。”张文杰告
诉记者。

专家建议：健身应循序渐进
不过，专家提醒，计步软件对运

动量可起到督促作用，但健身应因人
而异、循序渐进，切勿为了拿“朋友
圈”第一而狂走猛跑，盲目加练。

杨浦区少体校中长跑教练刘君
告诉记者，任何零碎的日常劳动都代
替不了定时定量的体育锻炼，“健身
要达到好的效果，把握好运动时间、
运动量和运动强度很重要。”

刘君指出，体育健身要因人而
异，区别对待。中老年人一般以快
走、慢跑交替锻炼为宜；青年人以多
跑少走为宜。运动时间要循序渐进，
逐步提高。刚开始时控制在 30 分
钟－60分钟之间效果最好，减肥的话
要持续运动40分钟才有效果。运动
量一般控制在 6－10 公里之间最为
适宜。运动过量和跑步姿势不正确
都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建议在慢跑
时采用从足跟过渡到前脚掌着地的
落地方式，避免对膝关节造成损伤。

数字计步参赛健身“走起”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掀起一股健身“攀比风”

海内外华人华侨聚焦杨浦创新创业

对接沟通投资 共绘发展蓝图

交警夜查酒驾：一晚查处5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