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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由徐汇区司法局主办

的贯彻 《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盾

纠纷条例》 交流研讨会近日在沪召

开。 会上， 《上海市徐汇区社区软

法治理指引 （第一版）》 正式发布。

徐汇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吴寅飞

在致辞中指出， 近年来， 徐汇区的

调解工作特别是人民调解工作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 社区调解群众基础

深厚， 大力拓展行业性、 专业性新

领域， 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持续加

强， 大量纠纷有效化解在初始阶

段。 要学习领会 《上海市促进多元

化解矛盾纠纷条例》， 通过研讨会

及研讨成果的结集汇总， 探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调解工作的新理念、

新途径、 新方法， 努力在更高层

次、 更广范围实现调解工作新作

为。

会上， 《上海市徐汇区社区软

法治理指引 （第一版）》 正式发布。

根据前期开门纳谏对于社情民意的

收集、 登记、 梳理， 徐汇区司法局

联合华泾镇人民政府， 进一步挖掘

社区治理的“软要素”， 汇总六大

社区共性的“急难愁盼” 问题成

册， 引导居民依法自治、 自我管

理， 推进社区“软法治理”。

各与会单位分别作主旨发言，

整场研讨气氛热烈。 华东政法大学

教授、 公共法律服务研究院院长杨

凯针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 就扎实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提出了多条建议， 包括整合“软

法治理” “基层治理”， 构建社会

治理新模式； 拓展诉讼与非诉讼相

衔接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培养更多

法律明白人、 法治带头人， 将社区

建设成培育核心价值观和法治理念

的重要阵地等等。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据黄浦区市场监管局

和区房管局消息， 今年黄浦区为破

解住宅小区电梯安全管理难题， 在

全市首创制定出台区标准化指导性

技术文件 《住宅电梯安全管理规

范》， 并试点推动落实， 防止电动

车上楼充电是规范的重要内容之

一。 预计到今年年底， 黄浦将按照

“能装尽装” 的原则， 推动约 450

台电梯装上智能识别系统， 确保更

多居民乘梯安全。

国货路上的新地大厦是最早一

批尝鲜电瓶车梯阻功能的居民楼，

该系统采用智能图像识别技术， 一

旦有市民将电瓶车开进电梯， 系统

自动精确识别， 发出提示音， 阻止

轿厢门关闭， 让电梯停止运行， 同

时， 物业管理人员的手机 APP 上

也会出现警示， 提醒管理人员及时

采取措施。 据相关技术人员介绍，

阻车系统其实是将微型摄像头内置

监控中， 能对 120救援推车、 婴儿

车、 轮椅等自动识别， 只有当电瓶

车进入时， 系统才会发出提示。

今年， 该系统不仅能自动识别

阻拦电瓶车， 还能识别轿厢内楼层

随意乱按、 长时间阻挡门、 轿厢内

蹦跳、 宠物大小便等一系列“不文

明” 现象。 “装上这套系统， 我们

又多了一位 24 小时的‘管理员’，

安全又省心。” 用了大半年， 居民

们都这样称赞。

□通讯员 卿公轩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 为杜绝安全隐

患， 避免小区楼道里停放电瓶车飞

线充电， 青浦公安分局崧润路派出

所在辖区建设智能充电站， 从源头

杜绝安全隐患的存在。 图为智能充
电站， 杜绝电瓶车飞线隐患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路边的老洋房、 特色小

店， 医院周边的小广场……记者昨天从

静安区静安寺街道获悉， 截至 8 月初，

该街道已在新闸路、 愚园路、 延安西

路、 巨鹿路等马路， 设置改造了 107 处

“有温度” 的公共座椅， 打造“可以坐

下来的街区”。

图为愚园路上新建的公共座椅， 不

仅可供休息， 还设计得别出心裁， 是拍

照留影的好地方 记者 王湧 摄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乘公交、 坐地铁用手

机“扫一扫”， 已成为许多市民交

通出行的“标配”。 昨天上午， 上

海市副市长张为走进夏令热线， 接

听 12345 市民群众来电。 张为透

露， 目前， 上海相关部门已经着手

研究并推进随申码、 地铁乘车码和

公交乘车码的“三码整合” 工作。

未来， 市民通过“随申码” 就可乘

公交、 乘地铁， 方便快捷。

据了解， 今年 7月， 市交通委

与申通集团、 久事集团成立了联合

工作组， 完善工作方案， 积极推进

相关工作。 “三码整合” 就是采用

交通部的二维码标准， 对地铁线路

闸机、 相关二维码进行改造。 通过

“三码整合”， 市民出行能够“一码

通行”， 乘坐所有交通工具。

在此基础上， 多家单位共同推

进与随申码的整合工作。

8 月初， 市大数据中心已经完

成了“随申码” 样码图例的制发，

久事集团启动了公交、 轮渡的终端

和软件升级， 并计划于国庆节前

后， 实现“随申码” 在本市部分地

面公交、 轮渡线路的试点应用。 申

通集团力争年底前， 通过白名单邀

请的形式， 能在磁悬浮及部分地铁

线路 （即轨交 1、 3、 4、 5、 10、

15、 16、 17、 18 号线 ） 实现随申

码、 公交乘车码在“两进两出” 闸

机的试点应用。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昨天上海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发布公告称， 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将于 8 月 31 日举行居民

用户水价调整听证会， 听取社会各

方面对本市市属供排水企业服务区

域内居民用户水价调整方案的意见

和建议。

《上海市属供排水企业服务区

域居民用户水价定价方案》 中提

到， 在保持居民阶梯水量不变的情

况下， 居民阶梯水价标准调整为：

第一阶梯综合水价从现行的每立方

米 3.45 元调整为 4.09 元； 第二阶

梯综合水价从现行的每立方米 4.83

元调整为 5.72 元； 第三阶梯综合

水价从现行的每立方米 5.83 元调

整为 8.63元。

《方案》 显示， 本次调整涉及

范围为本市市属供排水企业服务区

域内， 即上海城投水务 （集团） 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

限公司 2家市属供排水企业服务区

域内的居民用户水价。 涉及到黄浦

区、 静安区、 普陀区、 徐汇区、 杨

浦区、 虹口区、 长宁区、 闵行区、

宝山区， 及浦东新区和嘉定区部分

区域。

一是调整居民阶梯水价标准。

第一阶梯综合水价从现行的每立方

米 3.45 元调整为 4.09 元， 其中供

水价格为每立方米 2.27 元， 应缴

纳污水处理费为每立方米 1.82 元。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加快建

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

的指导意见》 规定， 适度拉大供水

价格一、 三阶梯的比价关系， 一、

二阶梯的比价关系维持不变， 应缴

纳污水处理费与第一阶梯保持一

致， 第二阶梯综合水价从现行的每

立方米 4.83 元调整为 5.72 元， 第

三阶梯综合水价从现行的每立方米

5.83元调整为 8.63元。

二是保持居民阶梯水量不变。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 本次水价调整

将保持各阶梯水量不变。 第一阶梯

水量对应为户均每年 0-220 立方

米 （含）， 第二阶梯水量对应为户

均每年 220-300 立方米 （含）， 第

三阶梯水量对应为户均每年 300 立

方米以上。

水价调整后， 按照每户每月生

活用水量 15 立方米测算 （覆盖市

属区域 80%以上的居民用户）， 每

户每月水费支出约 61.35 元， 占本

市城镇常住居民户均可支配收入的

0.42% （根据 2020 年上海市统计数

据测算）。 增加的水费支出占户均

可支配收入约万分之六。

在调整居民水价的同时， 本市

还将采取一系列综合配套措施， 包

括： 一是继续加大政府和社会监管

力度， 加强对调价收入的监管， 督

促企业加强预算管理， 确保调价收

入按规定用途使用； 二是在今年 7

月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 已统

筹考虑水价调整的因素， 确保低收

入群体基本生活不受水价调整影

响； 三是提高供排水行业服务水

平， 督促企业主动公开业务流程、

办理时限和服务规范， 自觉接受监

督； 四是促进企业降本增效， 继续

加强管网改造和精细化管理， 切实

降低产销差率和管网漏损率； 五是

完善节水制度和能力建设， 大力推

广节水技术和产品， 加大节水宣传

和教育。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昨天下午 2 时， 上海

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举行例

行会诊会议， 共同分析研究一例新

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治疗方案。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表

示， 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

严峻， 本市将继续坚持“外防输

入、 内防反弹” 总体防控策略， 在

继续做好新冠肺炎常态化、 科学

化、 精准化防控的基础上， 进一步

加强医疗救治， 依托医疗救治市级

专家组对每个确诊病例进行会诊分

析， 做到“一人一方案”， 注重中

西医结合治疗， 不断提高疗效； 同

时强调要特别注重定点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个人防护， 严格开展健康监

测和定期核酸检测， 细化重点区

域、 岗位和环节的感控措施， 严守

院感防控底线。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

范小红介绍，截至 8 月 16 日 12 时，

在院新冠患者 101 例， 其中本土 1

例，境外输入 100例，累计收治 2354

例。作为定点救治医院，上海市公卫

临床中心符合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条

件的人员已全部完成接种， 与此同

时，在市卫健委、市申康医院发展中

心指导下，进一步升级防控级别。

就本市 8 月 15 日报告一例重

症病例， 市公卫中心副主任凌云介

绍， 该例患者从南美洲归来， 为新

冠病毒德尔塔株感染， 有持续发

热， 最近免疫细胞下降明显、 肺部

影像学病灶发展明显。 目前已采取

相应治疗措施， 病情趋于稳定。

医疗救治专家组谈到， 疫情以

来， 上海累计救治 2354 例新冠患

者， 通过救治经验的总结， 形成包

含中西医结合要素的救治方法， 对

德尔塔毒株引发的这波病例， 现有

采取的防控和治疗手段依然是有效

的， 包括早期发现、 及时采取措施

阻断或减少出现重症化。

专家们同时谈到， 接种过疫

苗与否在患者的肺部影像进展中

还是观察到有差异的， 未接种者

病变较重。 目前上海唯一一例重

症病例就是没有打过疫苗， 肺部

病变迅速弥散， 很快进入重症。

从现有的临床救治资料看， 接种

疫苗对防止重症化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信息希望分享给更多大众，

坚持做好防护。

本市唯一一例重症患者未接种疫苗
专家提醒：接种新冠疫苗能预防“德尔塔”重症

上海发布市属区域居民用户水价调整方案
听证会将于8月31日召开

智能充电站杜绝飞线隐患

静安：让“可以坐下来的街区”有温度

随申码、地铁乘车码和公交乘车码

上海正推进“三码整合”

黄浦：

智慧电梯“拒载”电瓶车年内铺开

推进社区软法治理

徐汇司法局构筑非诉解纷“第一道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