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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丨社区

5000余个安全充电位已建成
曹家渡街道打造“3分钟安全充电圈”

“党建+”多元主体
彭浦新村街道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记者 邢蓓琳

今年 4 月，静安寺街道发布了
2024年度“一老一小”公益项目。其
中，携手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开展
的“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站——长者健
康管理与照护”项目于5月 7日“落
地”静安寺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新闸路
1855号）一楼的“长者屋”。

当天在现场坐诊的是复旦大学附
属华东医院骨松门诊主任医师洪维。
在同居民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洪维
不仅详细解答了居民对于骨质疏松相
关病症的疑惑、提供相关治疗、康复训
练指导建议，还给出不少日常生活中
预防骨质疏松、钙质流失等的“小窍

门”。
居民纷纷表示：“洪医生的专家

号，平时去医院都不一定能挂得上。
今天在社区里，就能和专家面对面，说
病情、聊康复，真是太好、太方便了。”

记者从静安寺街道了解到，每两
周的周二 14:00—16:00，来自复旦
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的名医、专家等都
会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内的“长者屋”
坐诊，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康复服
务。

此外，除了“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站
——长者健康管理与照护”项目，“长
者屋”每周还会定期提供便民理发、中
医推拿、血糖血压等常规检测、康养服
务等多项社区便民医疗服务。

名医、专家来“长者屋”坐诊
“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站——长者健康管理与照护”项目“落地”静安寺街道

■记者 黄竞竞

“扫码就可以充电，充满之后自动
断电，安全有保证，大家都放心。”自从
小区内的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安装了智
能充电桩，家住高荣小区的刘女士再
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市民喜爱的代
步工具，充电一直是“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曹家渡街道紧盯居民呼
声强烈的民生问题，消除充电安全隐
患，陆续建成各类安全充电位5000余
个，打造电动自行车“3分钟安全充电
圈”，让居民在步行3分钟范围内实现

安全充电。

因地制宜

挖潜建设充电设施

曹家渡街道是一个典型的居住型
社区，有住宅小区92个，居民3万余
户，且辖区房屋大多建造于上个世纪，
建设时并未考虑充电设施的配套建
设，一直以来，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
设都有较大缺口。

如何破解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难
题？首先是因地制宜增加安全充电
位。

针对老旧小区，通过环境提升项
目，对车棚进行翻建、维修，直管公房
静置物业全面加装安全充电设施，在
无车棚小区，探索挡雨片式、蘑菇头式
小型充电设施建设。

在58个商品房小区，主要通过物
业公司与业委会沟通协商，明确加装
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设施方案并推进
建设，同时街道对配套消防等设施加
强安装指导。

在外卖骑手通行密集区域，引入
市保安公司关联第三方安装专用换电
柜，方便高流动性外卖骑手以换代充、
即时换装无需滞留。

加强防控

夯实安全管理基础

日前，街道对出租户、三合一、涉
嫌群租以及老旧住宅等重点点位布设
安全用电“嗅探”设施，对其中违规入
室电瓶充电实时预警，及时采取干预
措施消除违规充电现象，同时兼顾住
宅小区电气安全综合治理。

“嗅探”装置加装在电表箱位置，
可实现对电动自行车电瓶违规“入户
充电”精准监测，若检测到该行为特
征，则对应的管理App会立刻报警提

示存在电瓶车电瓶充电安全隐患。
同时，高层住宅建筑通过加装梯

控装置，可以从技防的角度严防电动
自行车上楼违停及违规充电。曹家渡
辖区已有78栋高层住宅建筑试点安
装，效果显著，在老旧电梯更新及多层
新工房加装电梯过程中，已将梯控纳
入必装设置。

此外，街道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全
面排查住宅小区非机充电情况，针对
楼道违停、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约谈
相关物业并限期整改。

针对辖区电动自行车相关重点单
位，包括7处电动自行车售卖点和5
处快递外卖网点，街道联合相关职能
部门开展专项检查整治。针对92个
住宅小区，全面更新张贴应急逃生指
示图，定期更新配发灭火器等消防器
材，并组织开展消防综合逃生演练。

“四治融合”

加强非机安全综合治理

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设施不仅要

建设到位，更要管理到位。曹家渡街
道探索“四治融合”综合治理模式，坚
持“自治、共治、德治、法治”相互融合，
实现从被动事后处置转为主动判断风
险提前介入管理，进一步满足群众安
全充电实际需求。

记者获悉，曹家渡街道《四治融
合，建设非机“3分钟安全充电圈”》
案例还入选了第五届中国（上海）社
会治理创新实践提名案例。“四治融
合”是以“自治”理念引导居民加强
自我安全管理，以“共治”共享实现
充电设施建设拾遗补缺，以“德治”
思想提升居民非机充电安全素养，
以“法治”建设推动非机电气安全综
合治理。

据曹家渡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建设初期，居民区党总支牵头做好“一
小区一方案”；建设过程中，居民区想
方设法挖掘社区资源克服各种困难；
建设完成后，居民区党总支通过发挥

“四治”融合作用，引导居民管好、用
好、爱护好非机充电设施，还要引导

“谦让”使用。

■记者 邢蓓琳

近年来，彭浦新村街道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和人大代表助力作用，把社
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等拧
成一股绳，携手打造社区治理“最强合
力”。

共康三村居民区党总支在街道的
有力指导和支撑下，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持续发挥“党建+”合力，努力
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
群众心坎上。

“党建+自治”展现治理新风向

共康三村居民区建于1996年，现
有常住居民2418户、6359人。老人
多、租户多，是居民区最鲜明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居民区内私家车辆
的逐渐增多，小区内停车位数量与
居民停车需求之间出现明显“倒挂”
现象，再叠加上部分业主长期霸占
车位的不文明行为，导致停车难问
题愈演愈烈。为此，居民区党总支
以美好社区建设为依托，引领“第二
梯队”志愿者，进行现场统计和入户
上门排摸工作，以最快速度摸清小
区车辆底数。同时，大力动员“三驾
马车”和“第二梯队”成员建言献策、
集思广益，共同参与制定停车规范
草案，并最终推动停车规范的有效

“落地”和实施。

考虑到小区内不少老年居民经常
会有子女或家属定期前来探望，物业
特别针对这些“探亲”车辆，设置亲情
车牌。在优先满足小区业主停车需求
后，实时联动停车位的使用情况。居
民区党员、志愿者也每日加强巡逻，一
旦发现机动车乱停车现象，立即反馈
物业进行告知整治，确保社区停车秩
序良好。

“党建+联建”解决居民烦心事

开展“四百”大走访过程中，居民
区党总支了解到小区下水管排污不
畅，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于是，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第一时间组织“三
驾马车”“第二梯队”和居民代表等召
开联席会议，共商共议解决方案。

人大代表工作小组牵头街道相关
职能科室在共康三村召开现场办公
会，并通过市人大代表任伟在市十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作为代表建议
提交到市相关部门。市排水事务中心
相当重视，迅速成立由市排水事务中
心牵头，市排水公司、静安区市政配套

管理中心、宝山区给排水管理所和街
道组成的专项工作组，通过现场踏勘
和实地考察，为居民区污水排放问题
寻找解决之道。

在治理过程中，工作组克服重重
困难，采取实时数据比对、设备校准检
修、管路清淤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终于
成功降低小区出门井水位，让困扰居
民生活的污水管道堵塞问题得以解
决。

“党建+服务”链接新就业群体

居民区党总支还积极延伸志愿服
务触角，依托“新心驿站”阵地优势，为
快递员、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等新业
态、新就业群体提供理论学习、生活场
所，让他们“渴了有地方喝水、累了有
地方歇脚、热了有地方乘凉”。

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关爱服
务，不仅积极推动了居民区党总支社
区服务领域的有效拓展，还进一步提
升了新就业群体的社区获得感、归属
感、幸福感，推动他们在与社区治理的

“同频共振”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