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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林城建在沐音路上试点“二合一”疏通。 □浦林城建 供图

■本报记者 李继成

近日，浦林城建成功引进了全市第

一辆水循环联合疏通车，将颠覆传统的

下水道疏通维护作业模式。

浦林城建作为专业的道路综合养护

企业，主要负责三林镇、北蔡镇、东明路街

道等区域的道路及下水道的维护，道路长

度超过120公里。引进先进的数字技术、

智能化作业装备，就是要将道路设施纳入

到更全面、精准、高效的养护管理中。

停放在浦林城建基地里的这款下水

道疏通维护“神器”，首次亮相 2022年进

博会，拥有 3项国际上该领域的核心技

术：单柱塞往复式高压泵、ROTOMAX
水循环处理，以及水浸式液环真空泵技

术，具有高效节能、泥水分离、废水循环、

精准安全的优势。

“省时间，省人工，更节约水。”在沐

音路上试用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车

真空抽吸压力大，效率高，一次可疏通两

至三段的下水道，在抽吸管道内淤泥、砂

石等堵塞物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高压喷

射清洁管道。特别是利用泥水分离技

术，在车辆罐体内初步过滤污水中的污

泥渣滓，让固体和液体分离，分离后的固

体类如淤泥等物质可以通过干燥、压缩

等方式进行处理，液体经过净化后可用

于冲洗下水道。“我们原先作业需要一辆

冲洗车冲下水道，一辆疏通车吸污泥和

杂物，冲洗车上的水用完后需要加水，现

在合二为一了。”

据悉，车辆罐体内还配有加热系统，

即使冬季作业，也无需担心水体冰冻。车

身上另配备喷枪，便于冲洗井身部分。而

每分钟抽吸350升的能力，比一般的设备

作业效率高出一倍以上，加上高压疏通和

真空吸污同步作业，实现了一车吸、冲、洗

作业步骤，减少了人工，提高了效率。

这辆最大载重25吨的车辆一个人就

可以操作。“工作腰带上有无线遥控装置，

就像操控无人机那样。”工作人员表示。

浦东引入下水道疏通维护“神器”
自带废水循环利用 可实现“二合一”

■本报记者 曹之光

3月31日下午，陆家嘴老旧小区东昌

新村的“星梦停车棚”内宾客盈门，承受了

一座停车棚本不该有的“压力”。

继“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特展、龙门

石窟东昌社区展后，“星梦停车棚”于当日

迎来了首个临展——“岩彩绘画在星梦停

车棚：儿童友好与艺术不老”艺术社区展

览。小区居民与来访嘉宾一同欣赏了仿自

敦煌莫高窟的《伎乐飞天》、当代的岩彩画，

以及小朋友的习作，感受用艺术激发出的

老旧小区新活力。

来一场古今文明对话

作为一座特殊的“社区美术馆”，美术

馆该有的配置“星梦停车棚”一样不缺。通

往停车棚的过道上，贴有展览海报；新辟出

的“临展厅”入口设有巨幅海报墙；打亮

“馆”内作品的，则是美术馆级的灯光。最

新临展的主打作品，是来自上海美术学院

岩彩绘画工作室的艺术家苗彤及其学生，

在停车棚墙上临摹的莫高窟第461窟窟顶

南披《伎乐飞天（北周）》作品。岩彩创作的

“飞天”现身居民的自行车、助动车之间，居

民存取车时，就能来一场古今文明对话。

而在另一面展墙上，有6幅在上海美

术学院研究生指导下，以“九色鹿”等敦煌

壁画中动物为主题创作的小朋友岩彩作

品，流露出的“稚拙”感同样尽显“古韵”。

艺术家与居民良性互动

在陆家嘴摩天大楼掩映下的东昌新

村，是一座有40多年历史的老小区，内部

环境曾一度脏乱不堪，居民住在这里，缺

乏归属感。5年前，居民区发动居民自治

团队参与项目实施，通过陆家嘴社区公益

基金会众筹、社区共建单位资助等方式，

将原本的杂物堆放处改造成老小区的文

化新地标——“星梦停车棚”，车棚外增加

了绿化墙绘，车棚内也整洁一新。

2020年起，在“社区枢纽站”发起人王

南溟牵线搭桥，将“三星堆”“龙门石窟”以

及如今的“敦煌莫高窟”接连带入“星梦停

车棚”。2022年，“星梦停车棚”被评为了上

海市“艺术进社区”示范项目。

然而，艺术进社区，并不只是艺术家的

“自嗨”，也需要居民的认同，以及双方的良

性互动。5年来，负责维护“星梦停车棚”的

是小区志愿者队，现有16人。队长任浩章

深有感触地说，很多社区项目如同“一阵

风”，刮过就算了，“像我们这样能坚持5年，

停车棚一直这么干净，车辆停放这么整齐，

还有这么多艺术活动，真的非常不容易。”

任浩章全程“围观”过艺术家与小朋友的创

作过程，他还饶有兴致地向记者介绍岩彩

画的创作方法。

王南溟表示：“本次项目既作为‘星梦

停车棚’的临展厅启动项目，也是小区居民

参与艺术体验的成果展。”

社会大美育提升城市
软实力

本次展览由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

馆）、上海美术学院、“社区枢纽站”联合主

办。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

副馆长王一川表示，中华艺术宫作为“国有

美术航母”的领头羊，在“大美术馆计划”的

指导下，一直致力于打造“人民的美术

馆”。“不仅是社区车棚，还有学校、社区等

其他区域，哪里有需要，我们就会把美术的

力量延伸到哪里。”王一川还透露，在未来，

中华艺术宫将持续开展艺术社区项目，通

过参与式的展览和公共教育活动，构筑充

满活力的社区空间，以此推动社会大美育，

提升城市软实力。希望通过美术馆进社

区，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塑造美术馆与公

众、城市文明的全新关系。

上海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曹

俊介绍，师生通过跨学科教学和艺术社区

展览，把艺术社区和社区微更新、艺术动

员、居民参与相结合，不仅为社区赋能，培

养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居民也通过

艺术社区项目自发组成志愿者团队进行讲

解和维护，极大地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认

同感。近期，他们在陆家嘴市新小区打造

了“电梯美术馆计划”，这也是全国首座“艺

术电梯”，通过文教结合，共同打造艺术社

区场域，服务新时代的社会美育。

本报讯 （记者 符佳）昨天，“传承

红色基因，致敬革命英雄”——浦东新

区未成年人清明节祭英烈主题实践活

动在区级文明校园浦东中学举行。身

着校服的学生肃立于学校广场，向校内

的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杨斯盛故居、

墓地以及铜像，校友革命烈士纪念碑和

五卅纪念碑默哀并献花。这也是该校

第 48次举行清明祭扫活动。

百余年前，近代建筑营造业一代宗

师杨斯盛“毁家兴学”，变卖家产筹集

30 万两白银，建起了沪上最早的一所

现代意义上的完全中学——浦东中

学。百年来，这所因“教育救国梦”而诞

生的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

和国家良材，先后走出了何挺颖、王家

让、周达明、殷夫、胡也频等 40 余位革

命烈士，还有张闻天、李一氓、冯文彬、

雷经天等一批革命家。今日的浦中校

园里，不仅有“校主”杨斯盛故居、墓地

以及铜像，还矗立着“五卅惨案纪念碑”

和“校友烈士纪念碑”，建有和平纪念

钟。

“爱国，是浦东中学的灵魂；红色，

是浦东中学的底色。”校长倪瑞明介绍，

浦东中学的清明祭扫活动历史，可追溯

到上世纪初。1908 年 5 月，杨斯盛病

逝，浦中师生每年组织纪念活动，以铭

记他“毁家兴学”的爱国之举和为国育

才的报国之志。1976年清明，浦东中学

全校师生组织了大型纪念活动，这一传

统延续至今。

昨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

人、革命烈士俞秀松继子俞敏向浦中学

子讲述了父亲在上海走上革命道路的

故事。1920年，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青

年共产主义者在上海发起组织了“社会

主义青年团”，俞秀松担任首任书记。

1922 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

立。“我的父亲和浦东中学校友张闻天、

冯文彬都有交集，今天走进这所百年老

校，非常激动。”俞敏勉励浦中学子，要

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学习环境，奋发有

为，健康成长。

浦东新区教育局要求全区文明校

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各中小学校

广泛开展“清明祭英烈”思想品德教育

实践活动。浦东数十万中小学生将参

与“清明祭英烈”在线祭扫，数百所学校

将开展形式多样的线下教育实践活动，

引导青少年学生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章磊

给整个居民区贴个告示，下辖的15个

小区全部贴到，要花一个多小时；居委会在

居民区东南角，西北角的居民来一趟，要走

半个小时……在康桥镇康桥花园这个超大

型居民区，如何做好社区工作，提升社区治

理精细化水平，是摆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王晓晨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自2017年担任党总支书记以来，王晓

晨针对小区历史遗留问题多、高龄老人多、

居民需求多的情况，以党建引领，多途径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得到了居民认可。

居民区微网格全覆盖

康桥花园居民区位于康桥镇西北部，

辖区内共有15个小区，多数为老旧商品房

小区，人员结构复杂。在王晓晨带领下，康

桥花园居民区党总支深入开展楼组党建工

作，持续推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向下延伸

拓展，在辖区内全面推进微网格工作覆

盖。目前划分了17个微网格，由党员骨干

担任微网格党组织负责人并兼任微网格

长；配备 1名由社区工作者担任的专职网

格员；同时在社区报到党员、业委会成员、

物业管理人员等群体中明确1名兼职网格

员。

“我们结合楼组党建深化微网格社区

治理，积极发挥网格作用及时收集掌握民

情民意，各团队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事情共商、活动共办，努力构建管理有序、

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和谐社

区。”王晓晨说。

居民的抱怨少了，笑声多了

康桥花园小区也是投诉最多的小区。

王晓晨与党总支思考探索，尝试挖掘小区

的特点文艺，由业委会在小区设立居民活

动室，把原来经常吵架的办公室变成了唱

歌演奏、走秀的居民活动室。

自那之后，居民的抱怨声少了，笑声多

了，小区志愿者也更加活跃起来，定期进行

环境卫生活动，传递正能量。活动室每月

还开展学雷锋便民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居

民爱上自己的小区。

居民区基础设施薄弱，同时因小区物

业费收费标准及缴费比例低造成恶性循

环，导致物业管理质量持续下降，小区脏乱

差，居民意见大。为此，王晓晨召开党总

支、居委会、物业、业委会联席会议，商讨率

先以东园小区为试点，建立了3个自管组。

自管组负责各自区域环境卫生治理、

反馈治安隐患、参与邻里纠纷调解等工作，

逐步形成自治互助良性循环。居民区还针

对两处脏乱差区域进行整治，通过自治金

项目，打造出了东园小区近2000平方米的

家门口口袋公园“凝心园、聚乐园”。

率先配备志愿者小屋

社区治理创新，需要多元主体参与。

王晓晨探索让“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区

工作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成为居

民区治理多元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居民区邀请专业社会组织为居

民区20多个团队的志愿者进行授课，推动

了居民区 20多个志愿者团队、500多位志

愿者在项目期间收获多个奖项。

联动机制还得到上海志愿者基金会的

关注，通过多次接洽，基金会为居民区免费

投放志愿者小屋，建立了 3个长效志愿者

服务基地，成为浦东第一家在居民区配备

志愿者小屋的居委。

“我们还多方面整合有效资源，邀请附

近医院及辖区内理发店等建立志愿者小屋

点位，每月开展便民服务，推动小区助老、

帮困、平安、文明创建等多项服务有序开

展。”王晓晨告诉记者，志愿者活动得到居

民点赞，也让更多的小区居民参与志愿者

团队，践行“人人公益，处处可为”理念。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冯诚

近期，住在张杨北路近五莲路文峰广场

附近的居民欣喜发现，备受困扰的非机动车

乱停放问题得到了解决。居民路过文峰广

场时再也不用担心非机动车道被占而面临

“重重危险”。

文峰广场紧邻地铁六号线五莲路站，高

峰时段，这里会出现共享单车、外卖电动自

行车等非机动车占道停车现象，一度成为交

通顽症。浦东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三大队因

情施策，走访研究，经过多方共治，该地区非

机动车停车秩序大为改观。

如今，近地铁站一侧张杨北路的非机动

车道内已没有乱停放的非机动车，尤其是曾

经的“重灾区”停车场出口更是“清清爽

爽”。文峰广场经理曹建峰介绍，“在交警部

门牵头下，商场、外卖公司三方进行了研究

和沟通，我们在指定位置设立了专门停车区

域，并放置了非机动车临时停放引导牌。”

有了停车点，管理制度也同步跟上。交

警部门与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建立了信

息通报机制，定期通报管理情况，对不听从

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乱停乱放、经多次警告

仍然不改的骑手，一律暂停接单7天。据了

解，新管理办法实施半个月以来，2名骑手因

多次违停被暂停接单。

共享单车的违停问题，也是困扰文峰广

场周边秩序的老大难问题。为此，浦东交警

支队三大队与共享单车企业达成共识，建立

清运机制，一旦收到交警部门情况通报，共

享单车企业第一时间对违停共享单车进行

清运。同时，交警部门通过漆划非机动车停

车位，增设人非隔离栏等方式，进一步规范

非机动车停车行为。“我们还在文峰广场周

边设置了固定管理岗和流动管理岗，增加管

理频次和力度，确保问题不反弹。”浦东交警

支队三大队一中队中队长沈黎勇说。

“星梦停车棚”迎来首个临展

用艺术激发老旧小区新活力

引导青少年学生传承红色基因

浦东举行未成年人祭英烈主题活动

多途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
——记康桥花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晓晨

多方联动共治交通顽疾
文峰广场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不见了

1.上海中心大厦——楼宇党建主题展馆

2.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

3.又新印刷所旧址

4.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博物馆和中国乒乓

球博物馆

5.上海工匠馆

6.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
年）

7.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

辑部）旧址

8.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红色印记展示

馆、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

9.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10.邹容纪念馆

11.百代小楼——《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

12.虹桥源——上海机场百年历史展陈馆

13.上海市普陀区档案馆

14.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

15.中国证券博物馆

16.真理的历程——《共产党宣言》情境教

学馆

17.刘湛恩烈士故居红色文化主题馆

18.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

19.上海大学钱伟长图书馆

20.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研究站

21.初心馆——上海金山党史学习展示馆

22.上海市青浦区档案馆

23.中共奉贤县委旧址展示馆

第八批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