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富长街区一景 记者 王湧 摄

酒客暗处随地如厕怎么破？

人体感应灯来“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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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我就生活在巨富长， 这里游客很多， 有时候他们找不到厕所， 就在弄堂口解决， 这个‘米道’ 实在吃不消。”

“彭三新村当时 5 户%家共用卫生间， 一下暴雨， 2 个小时积水就能到膝盖， 居&们都盼着解决这些问题。”

+居&对于垃圾厢房又提出了新的'(， 希望要有美学装饰， 能够融入小区原有'筑风格。”

……

如此热闹的讨论场景， 发生在近日“%&34” 专项#集上海社区治理达%专场上， 大家争抢话筒， 讲述着小小%&'

(撬动34更新杠杆的-滴故事。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34” 重要理念提出五周年， 连日来， 4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部门， 面向广大职工、 青年

群体、 老年长者、 非公企业、 新就业群体、 社区达%等 6 大%群#集意见'(， 截至目前已收到相关意见'(近 3"00 )，

后续上海将推动这些“,-.” “好声音” 0化成%&34'5的“,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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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富长” 是上海的网红

地标， 这片街区由地处静安、

徐汇、 黄浦三区交界处的巨鹿

路、 富民路、 长乐路合围而

成， 咖啡馆、 买手店、 小酒馆

散落各处， 摩登与文艺之下，

这里吸引着无数年轻人前来打

卡。

然而对于生活在此处的居

民而言， 随之而来的是困扰。

“像我房子靠路边， 年轻人精

力旺盛常常玩到半夜三更， 有

时候他们找不到公共厕所， 就

在弄堂口解决了， 特别像现在

这么热的天， 一出去‘米道’

实在吃不消， 环境太差了。”

居民俞老伯对此深有体会。

“事实上， 离我们小区

200 米的襄阳北路上是有一座

移动公厕的， 但附近路段没有

明显的厕所位置标识， 导致游

客不好找， 随地小便时有发

生， 小区门口的墙面都已经被

泡脱皮了。”

陕南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

真介绍，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这

一问题， 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

境， 街道集思广益， 连同人大

代表、 政协委员， 和徐汇区一

起开协商会， 最终增加了清晰

的指示路牌， 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随地如厕的乱象。

“在重修小区南门的过程

中， 我们也是听取了居民的建

议， 以及附近商家们出的‘金

点子’， 安装了人体感应灯，

从设计上增加‘曝光度’， 杜

绝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小区门口“如厕角” 的改

变， 正是人民建议为城市更新

助力的缩影。 在这场“人民城

市” 专项征集中， 有居民还提

出建议， 希望在巨富长街区留

住更多城市烟火气， “以前我

们小区附近有一家包子铺， 一

天面粉就能卖掉几百斤， 城市

更新中搬走了， 是不是可以在

社区食堂或新的场所服务大

家？”

有文化工作者则提出， 希

望出台一份公共空间资源利用

清单或者生活地图， 让市民有

更多的活动空间， 也让展方有

更多举办活动的选择。

“我在上海有个家”

城市建设回应“沪漂族”需求

闵行马桥华润有巢社区居

民马可有着双重身份， 白天他

是一名音乐培训机构的老师，

晚上他是一名外卖小哥。

“我在 2019 年毕业后来

到了上海， 在一家音乐培训机

构找了一份工作， 从白天 9 点

一直工作到晚上 9 点， 下班之

后开始送外卖一直持续到凌晨

一二点。” 马可说， 开始几年

里， 自己和家人租住在其他地

方， “和很多来上海打拼的年

轻人一样， 我们租住的地方，

它仅仅是一个房间， ‘家’ 可

能在那里是一个很陌生的词

语。”

马可回忆， 一直到 2022

年自己和妻子结婚并有了自己

的孩子， 有幸搬到华润有巢公

寓， 才有了一种切实的体会：

“我在上海有个家。”

因为在这里， 通过社区举

办的风筝节、 音乐节、 美食

节、 二手交易市集等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 马可感受到了浓

浓的家的味道， 并且他还结识

了一群志同道合热爱音乐的朋

友， 组建了“巢前乐队”， 成

为了社区的“明星团体”。

马可说， “这里除了居住

的房间， 还有亲子乐园、 图书

室、 健身房、 共享厨房等各种

设施， 成为我们在上海这个大

城市中的避风港湾， 我希望随

着社区里的孩子增多和逐渐长

大， 社区里能够有更大面积的

亲子空间。”

一张床、 一间房、 一套房

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建设

的背后， 是城市建设的温度。

截至目前， 仅闵行区就已筹措

6.6 万套、 供应 5.2 万套保障

性租赁住房， 累计筹措人才公

寓 2.8 万套， 新增建设“新时

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床

位 4600 张。

在“人民城市 建设有

我” 上海新兴领域专场活动

上， 更多人分享了各自与城市

的故事， 提出了对城市建设的

美好期许： 滴滴“老司机” 虞

卿文期待有一个更好的职业环

境， 在保险、 社保等福利政策

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和保障； 集

装箱运输企业鸭嘴兽公司代表

唐玉林则建议增加货车停车场

和服务点。

阿尔茨海默症的困境
为568万老人收集“幸福”

老年服务、 文化生活、 康

复护理、 适老化改造……在面

向申城超 568 万老人的这场

“人民城市， 幸福有我” 的大

讨论中， 这些与老人年息息相

关的领域， 成为人民建议最为

集中的关键词。

储豪文是一名社区社工，

他提出的关于引入社会组织、

提高老年人监护服务的建议便

来自于其实际工作中。 “我们

社区有位老先生患上了阿尔茨

海默症， 家人出于安全考虑，

将老人锁在家中， 当时老人一

度出现应激反应， 扒着窗户向

过路人求救。”

储豪文就此与老人的儿子沟

通， 但对方的话让他也颇为心酸

无奈： “我也将近 70 岁了， 实

在不知道怎样让父母过上更好的

晚年生活。”

这让储豪文意识到， 老龄化

之下， 社区纯老户以及独居老年

人增多， 社区帮扶关照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老人们的生活情况，但

想要让他们更好地享受晚年生

活， 还是应当引入社会组织提供

专业性、 个性化的监护服务，“政

府应当出台相应法规来规范指

导， 机构需要每年进行政府审核

资质及评级， 企业进行服务内容

自查，政府监管，只有多方形成合

力才能切实保障老年人基本权

益。 ”

另有人民建议提出者着眼于

通过“智慧 +”为居家养老提供更

多帮助。“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很

多老人常常被一些小问题困扰，

比如：出门怎么坐车、手机的字太

小了、电视机怎么打不开了、空调

怎么从除湿换到制冷等等。 是否

能开发一个智能助手， 老人在家

一问就能回答， 方便老人在家就

能解决各类生活问题。”人民建议

提出者范志虹对此建议。

助推落地见效
让“金点子”结出“金果子”

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一头连

着党和政府， 一头牵着人民群

众。 自 8 月 6 日， 市委社工部

面向全市开展“人民城市 建

设有我” 专项征集， 截至目

前， 已收到来自新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 新就业群体的单

位和个人以及热心市民朋友提

出的意见建议近 3700 条。

经认真梳理、 深入研究，

从中选出《关于为快递从业人

员子女提供“爱心寒 （暑 ）

托” 服务的建议》 《关于在主要

运输路线设置司机休息站， 提供

休息、 餐饮和娱乐设施的建议》

《关于开展系列直播活动， 推广

上海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建

议》 等优秀建议。

后续， 市委社工部将结合此

轮征集到的意见建议，梳理汇总、

深入研究， 把专项征集活动中涌

现出的“金点子”转化为推动上海

发展的“金钥匙”，并协调相关职

能部门落地见效形成“金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