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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
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
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这首诗
告诫领导干部要“心中有民”。大调
研开展以来，这首诗始终在我的脑
海萦绕。

好事办好才有口碑
这两周，我一连跑了多个居委

会。出乎意料的是，大家提出意见最
集中的地方竟然源于街道在前年办
的一件实事。原来，街道通过民生实
事项目为小区安装了监控探头，但后
续管理没及时跟上，导致出现维修拖
延和大批损坏等问题。在我调研时
正好是一年保修期被“拖”过的时候，
因此矛盾更加突出。我当即责成责
任部门全面排查，限期整改。经过几
天的协调，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但对
于我的触动却很大。我们常常说要
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但真正办好

却绝非易事。群众的口碑来自于好
事的“好”、实事的“实”，来自于我们
的认真工作和周密考虑，我们决不能
空怀一颗为民服务的心，却办不成有
始有终的事。

换位思考才能交心
我在与复旦大学的交流中，经常

能听到高校负责人对于学生社会实
践的种种需求和困难。街道虽然在
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似乎都是在
办公室做的方案，效果总不明显。带
着这个问题，我来到了复旦，直接与
开展学生工作的几位同志进行头脑
风暴。大家彼此坦诚交流，谈想法、
聊资源、找痛点。在调研中，我站在
学校角度来分析学生需求，高校则进
一步从社区角度来思考工作。这让
我们的办法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
广，建设一个大学生社会实践创新基
地的想法也越来越成熟。由此我感

到，调研有时就像一档“变形计”节
目，大家要在交流中互换角色、换位
思考，用真交心来成为真朋友、想出
真办法。

资源共享才能共赢
某知名互联网企业去年在街道

成立了党支部，如何更好发挥其在社
区中的作用，一直是我探索的课题。
近日，我来到企业，与支部负责人进
行深谈。他不出所料地谈到了企业
招聘人才的不易，员工落户和子女就
学等方面的困难，我马上做出为企业
定制政策宣讲和集体办理绿色通道
的回应。正当我想将话题引向资源
共享时，企业却主动提出，想通过党
工委牵线，利用自己的直播资源与区
域单位进行高层次的课题或项目合
作。这真是与我不谋而合，我抓住时
机谈起了通过党建引领为企业搭建
平台的想法，以帮助企业与区域单位

加强线上线下互动及上下游合作，从
而更好地为社区提供文化服务。企
业对此很有兴趣，虽然这一想法还不
成熟，却是迈出了第一步。事后我觉
得，调研的作用有时就体现在这样的
牵线搭桥上，把自己的资源变成大家
的资源，我们就找到了提升党组织凝
聚力、实现共建共享的好方法。

大调研的这段时间里，我最大的
体会就是自己与群众的感情更亲
了。调研中我会发现许多问题、也会
迸发许多想法。社区工作虽有许多
难处，但我相信，只要坚持大调研的
作风，我们在探索创新时就会更接地
气，在推进工作时就会更有底气，走
到群众中去时也会更有人气。

“一枝一叶总关情”
■五角场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正明

区房管局把解决问题作为大
调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
调研中收集到的关于办理房屋买
卖过户等手续繁复的问题，深入分
析难点，研究解决对策，切实回应
群众关切，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
路、让老百姓少跑路。

找准问题悉心解。区房管局在
大调研中了解到，办理一次新建商
品房（俗称“一手房”）或存量房地产
（俗称“二手房”）买卖过户手续至少
需要41天，办理产证至少还需跑税
务、查询、登记3个窗口，繁琐的流程
和漫长的等待让老百姓怨声载道。
针对这一情况，区房管局对过户、办
理产证等手续流程进行全面梳理分
析，研究解决对策，采取跨部门合
作、窗口一次受理的措施，优化流
程、升级系统、培训人员、建章立制。

对准难点逐一破。在具体落实
过程中，针对税务及登记数据不互
通、彼此业务不熟、审核流转不通畅
等难点问题，区房管局打破业务壁
垒，加强税务、交易、登记各部门之
间的协作，通过窗口整合、流程再造
等手段，逐个破解难点问题。

便民举措迅速做。1月30日，杨
浦区不动产登记“全网通”正式实施。

区房管局：

简化流程优化服务

区民政局针对前期调研过程
中街头流浪人员、养老机构住养老
人、社区独居老人等提出的冬季防
寒保暖意见建议，完善机制、加强
整合、抓紧落实。区救助站启动寒
冬季节应急预案，联合相关街道
（镇）派出所、城管力量，以流浪乞
讨人员较为固定的“过夜点”为重
点，开展全天候全时段联动大巡
查、大救助，及时发现、帮助流浪露
宿人员。区福利院针对老人体弱
怕冷的担忧，成立应急管理领导小
组，落实各项应急预案；做好电器
电路系统、上下排水系统、太阳能
系统等隐患排查；加强生活护理，
加强取暖设备的巡查及维护，做好
路面清扫积雪；强化值班制度，人
员24小时待命。

区民政局：

做好特殊群体
防寒保暖工作

大调研工作简讯

■记者 高靓 文/摄

本报讯 记一记、算一算家中水、
电、燃气的消耗量与费用支出；剥毛
豆、包馄饨、晾晒衣物、床铺整理，做
一做力所能及的家务事……2月7日
下午，200余名中小学生相聚在区少
科站，参加了“节能小当家”家务秀寒
假争擂活动，两两协作挑战节能本领
和家务技能，一起比一比谁费用算得
最快，秀一秀谁家务做得最好，并根
据成绩赢得相应的等级证书。

此次“节能小当家”家务秀争擂
活动的挑战包括水电煤计费、厨房帮
手、晾晒衣物、床铺整理 4 大项。现
场，“小当家”们剥毛豆、包馄饨、清桌
台、叠衬衫、晾衣袜、铺床单、叠被子、
套被套，还需读取水、电、燃气三表表
盘上的“本月度数”，并根据“家庭能
耗费用计算方法”计算出水、电、燃气
费用。

根据比赛规则，“小当家”们不仅
要按照规定要求完成各项任务，还要

比拼谁的速度最快，同时根据各自
消耗的时间来获得相应积分，最终总
积分过关者可获得“优秀”或“合格”
的争擂等级证书。“平时在家会经常
帮爸爸妈妈做些家务，这次比赛的内
容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都有所接触，
也希望今天能取得不错的成绩，拿
到‘优秀’等级证书。”一名参加活动
的学生说。

据悉，“节能小当家”是区少科站
坚持开展了10年的品牌特色活动，曾
被评为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十佳科
普实践”活动。自2015年起，区少科
站将“家务”元素融入“节能小当家”的
活动，旨在将节能减排的社会热点与
勤俭节约的传统家庭观念相结合，引
导学生积极投身家庭节能活动，体验
社会责任。“日常生活中的‘买汏烧’、

‘缝缝洗洗叠一叠’等家务背后其实
都蕴藏着节水、节电和节气的小妙招
和技巧，尤其在假期中，孩子们不仅
能够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总结归纳节
能的妙招，还能帮父母分担辛苦，并

学会感恩。”区少科站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2017年暑假，‘节能小当家’
3.0版首次采取‘等级证书’争擂的形
式，激发了孩子们对‘做家务’这个实
践作业的兴趣，因此活动也延续了争

擂这一形式。截至目前，历年参与该
活动的学生已逾千人，同时，此次活
动还吸引了来自浦东、嘉定、普陀、松
江、徐汇、宝山等区的二十余名学生
前来挑战。”

■记者 周琳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建管委水
务科获悉，全国首次海洋经济调查在杨
浦稳步推进，数据采集工作已进入攻坚
收尾阶段。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杨浦涉
海单位数量位居全市第三，显示本区在
全市海洋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什么是海洋经济调查？
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是经

国务院批准开展的一项重大国情国力
调查，旨在摸清海洋经济“家底”，实现
海洋经济基础数据在全国、全行业的
全覆盖和一致性，有效满足海洋经济
统计分析、监测预警和评估决策等信
息需求，进一步提高对海洋经济宏观
调控的支撑能力。

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时点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时期为 2013 和 2015 年度。
调查对象为区内从事海洋经济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整个调查工作分为启动
阶段、涉海单位清查阶段、数据采集处
理阶段、总结发布和应用开发阶段等

五个阶段进行，全部调查工作将于今
年年底前完成。

按照相关要求，本区有4670家单
位需要进行入户清查，涉及区内政府
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及各类企、事业
单位等。清查工作的目的是摸清从事
海洋经济活动的各类单位的数量、规
模、行业类别等，建立涉海单位名录
库，为发放海洋经济调查表奠定基
础。此外，有 366 家单位直接被认定
为海洋单位，这部分单位将与清查工
作中被认定为海洋单位的一起进行海
洋产业调查。海洋相关产业底册数量
为5828家，直接在数据采集阶段开展
海洋相关产业抽样调查。

海洋经济调查进展顺利
按照国务院批示精神，第一次全

国海洋经济调查按照“全国统一领导，
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信息资
源共享”的原则组织实施，本市组建了
相应的市、区两级海洋经济调查机构。

去年 5 月以来，在国家和东海区
调查办统一部署和上海市调查办指
导下，本区的海洋经济调查工作领导

有力、组织有序、方法得当、进展顺
利、成效显著。

在区政府和调查办的精心组织
下，创新政企联动机制，大胆引进市场
化的第三方专业调查机构上海数喆数
据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参与项目具体
执行过程，创新了杨浦海洋经济调查
的组织模式、推进机制和技术手段，保
障调查工作按期保质推进。

据“数喆数据”公司项目负责人顾
瑛玉介绍，调查过程引入现代化技术
手段，充分运用自主研发的现代网络
信息技术，通过地图打点技术，对样本
分布进行直观展现和分配，APP软件
跟踪监控确保每一位调查人员真实入
户调查质量，移动数据采集技术、录音
和后台实时质控技术则提升了调查质
量效果和质控效率。

为保障首次调查工作顺利推进，
全区共计考核选聘 8 名调查指导员、
48 名调查员投入第一次全国海洋经
济调查工作。截至 1 月底，涉海单位
清查阶段涉及 130 余个海洋行业产
业，共计入户样本 5047 家，入户率达
123%；回收调查表5043份，有效填报

率达到99.9%；录入样本4106个，录入
率 100%，数据已经上报国家在线系
统；相关产业调查工作圆满完成，应填
报 49 家，已填报 52 家，完成率 106%；
产业数据采集工作如期进行，已累计
入户 513 家，入户率 100%；回收报表
1197份，报表回收率92.8%，数据采集
工作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

加大数据资料库建设
目前，上海全市海洋经济调查工

作顺利推进，获全国调查办和东海区
调查办高度评价。

首次海洋经济产业调查涉及海洋
渔业、海洋水产品加工业等14个主要
海洋产业，海洋信息服务业、海洋监测
预报服务等 10 个海洋科研教育管理
服务业，以及涉海设备制造等 6 个海
洋相关产业。

海洋工程项目基本情况、围填海
规模、海洋防灾减灾、海洋节能减排、
海洋科技创新、涉海企业投融资、临海
开发区、海岛海洋经济情况等专题调
查，海洋经济调查成果应用平台建设、
海洋经济调查成果专题研究等应用开

发，也在此次调查范围之内。
“对比全市各区，杨浦区海洋经济

产业发展特征十分明显。”区建管委水
务科项目负责人嵇孝昶介绍说，杨浦
应调查单位数量位居全市前五，表明
杨浦企业总数、特别是中小企业数在全
市属于较高水平，经济个体发展较为活
跃。其次，清查后显示，杨浦涉海单位
数量位居全市第三，显示本区在全市
海洋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该负
责人表示，“由于调查时点为 2015 年
12月31日，调查过程中发现约22.8%
单位已经无法找到或已转型，其中基
本都是小型企业，显示小型企业在存
续发展上面临较大难度和挑战。”

据了解，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数据采
集阶段工作结束后，本区将完成相关数
据、资料和系统资料的上报；同时，加大
杨浦海洋经济发展的数据资料库建
设，开展数据的深入研究，编制对本区
海洋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报
告。此外，还将通过海洋经济调查数据
分析，为杨浦海洋经济产业发展提供
数据支撑和指导，从而建立科学规划
引导体系和常态化的抽样检测体系。

全国首次海洋经济调查稳步推进——

杨浦涉海单位数量位居全市第三

“节能小当家”家务秀寒假争擂：两两协作挑战节能本领和家务技能

比一比谁算得快秀一秀谁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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