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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洁

足不出“沪”，就能办理长三角其
他地方政务事项；人在“长三角”，也能
办理上海政务事项……随着长三角一
体化深入推进，区域内可跨省通办事
项“货架”不断“上新”。

近日，天目西路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功办
理了一件跨省“个人养老保险待遇终
止（丧葬费领取）”业务，实现长三角

“一网通办”的新突破。

人在外地

如何办理上海养老待遇终止

6月3日，中心接到一通特殊的咨
询电话。电话中，来自安徽蚌埠的李
女士焦急地询问：“我爷爷之前在上海
工作并领取养老待遇，但他今年5月
去世了。我在外地，无法亲自到上海
办理丧葬费领取手续，请问我该如何
处理？”

考虑到李女士的困境，特别是了
解到她还有其他相关联的业务需要办
理，中心决定申请实施“领导帮办”机
制。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中心
专题研究跨省“个人办理养老待遇终
止手续”的问题，力求为李女士提供解
决方案。

通过与静安区社保中心和安徽省
蚌埠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紧密合作，
中心工作人员成功依托长三角“一网
通办”专窗，为远在蚌埠的李女士远程
办理了“个人办理养老待遇终止手续”

业务。
同时，中心还细致地预审了李女

士提交的“医疗费零星报销”的相关材
料，并为她后续跨省办理提供了详尽
的咨询服务，彻底解决了李女士异地
办理业务的难题。

人在上海

能否更换外地社保卡

社保卡新办，社保卡丢失，异地政
务服务也是长三角“一网通办”专窗服
务的重点。

“没想到这么顺利，不用回池州也
换好了社保卡，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近日，来自安徽池州的姜老伯专
程来到中心与工作人员分享他的喜
悦。

原来，姜老伯和老伴在安徽池州
退休后长期居住在上海，但社保卡由
池州发放。现在因老伴的社保卡损
坏，在上海看病成了难题。按以往规
定，换卡须回池州办理，这对于82岁
高龄的两位老人来说相当不便，于是
来中心咨询是否可以更换外地社保
卡。

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通过长三
角“一网通办”专窗平台联系到安徽省
池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短短几分钟内
就为姜老伯的老伴完成了社保卡的换
领业务。很快，新的社保卡就被快递
到了姜老伯的手中。这样的服务节省
了两地往返的时间和费用，让姜老伯
深感欣慰。他高兴地表示要将这个好
消息分享给老朋友们。

扩大长三角“朋友圈”

画大民生幸福圈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
跃、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其政务
服务创新亦走在时代前列。特别是长
三角“一网通办”平台的推广和应用，
不仅实现了政务服务的互联互通和资
源共享，更是对“数据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理念的生动实践。

作为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试点单位，天目西路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始终以满足长三角地区居

民异地办理业务的实际需求为出发
点，持续推进服务创新。自2021年试
点以来，中心不仅将传统的专窗专人
受理模式升级为综合窗口一窗通办，
更在去年9月将政务服务窗口进一步
升级为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成为首
批提供远程视频服务的单位。

“尽管许多业务已经实现了‘线上
办’，但仍有部分办事人因不熟悉流程
或政策而面临困难。”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有了远程虚拟窗口的支持，工作
人员可以通过视频与办事人进行“面
对面”和“手把手”的实时指导，极大地
提升了办事效率，进一步提升了政务

服务的便捷性和亲和力。
此外，为了进一步扩大长三角“一

网通办”的服务覆盖面，中心积极与长三
角各城市的政务服务部门建立沟通联
络机制，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长三角“朋友
圈”。目前，中心已与南京、无锡、舟山、
绍兴、昆山、池州、芜湖等多个长三角城
市的政务服务部门建立了沟通渠道。

在这些“朋友圈”城市，上海居民
不仅可以办理民生档案查询、社保卡
申领和补换等基础业务，还能办理支
内复审、养老待遇终止（丧葬费申领）、
年老一次性奖励、总工会退休住院参
保、医药费零星报销等一系列业务。

如今，在长三角地区，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家门口的便捷就医、日常跨
省通勤以及“一网通办”的政务服务，
已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这些变化不
仅让国家战略有了温度，更让长三角
地区的居民深刻感受到了生活品质的
提升和幸福的传递。

未来，天目西路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将继续响应居民群众的异
地办事需求，依托可视化远程技术，破
解线上线下跨省办事的瓶颈，持续拓
展长三角政务服务“朋友圈”的影响
力，为广大居民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便
捷、更贴心的政务服务。

长三角“一网通办”新突破
天目西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成功办理全市首例跨省“个人养老保险待遇终止”业务

■记者 郁婷苈

本报讯 手持一本“艺术护照”，
免费参观北站街道内的各类艺术机
构与场馆，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目
前，首批500位辖区学生、居民和白
领已经率先享受到了该福利。

为进一步丰富苏河湾文化艺术
生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社
区博物馆、艺术场馆资源向更多人群
开放，提高审美力和美育传播力，日
前，北站街道推出“艺术护照”，串联
起辖区15家艺术场馆，引导更多人
群走进美术馆、博物馆，让艺术走进
社区、走进大众。

今年1月，北站街道围绕“艺术
苏河”品牌，立足苏河湾核心区位，充
分发挥各类博物馆、美术馆、文化新
空间集聚的禀赋优势，发起并成立了

“苏河北站艺术联盟”，打造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滨水艺术走廊和艺术生态
高地。北站街道与“苏河北站艺术联
盟”成员中的15家艺术场馆积极沟
通（其中，尤伦斯美术馆 UCCA
Edge、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
心、上海铁路博物馆均为收费场馆），
向持有北站“艺术护照”的学生和市
民免费开放。

据悉，“艺术护照”以传统出入境
护照为设计基础，以参与联盟的各大
艺术机构为基本文化单位，制成包含
各艺术场馆标志在内的纸本护照，持

照人可在护照联盟的任一单位参观，
获得专属盖章，记录参观访问旅程。

“这种打卡方式不仅丰富了参观
体验，也可激发大家探索更多艺术场
馆的兴趣。”北站街道办事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我们将专业艺术资源转
化为社会美育资源，市民在家门口与
艺术相遇，为普通人搭建起追逐艺术
的机会，让艺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提升市民文化艺术水平。”

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负
责人表示：“‘艺术护照’让展览与公众
之间产生了真切的互动，不仅为广大
学生、市民提供了展示参观成果的方
式，也使艺术馆感受到公众的参与，这
对于带动更多人参与到艺术馆的文化
体验中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在北站街道与场馆、学
校的积极联动下，向东中学的几名学
生已经在辖区内红色场馆“四行仓
库”抗战纪念馆担任志愿者讲解员，
把课堂搬进社会大课堂。未来，将有
5名学生作为小小志愿讲解员，利用
课余时间来到Fotografisk影像艺
术中心，向来参观展览的市民讲解艺
术作品。

从“红色”到“艺术”，下一步，北
站街道将进一步扩大学校和艺术场
馆范围，让更多学生到艺术场馆内体
验小小讲解员工作，扩大项目规模和
影响力，更好地为中小学生们搭建提
升艺术素养与社会实践的双重平台。

■记者 张琦

本报讯 “春风化雨暖人心，‘三
所联动’解心结”，6月11日，由上海
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上海市公安局静
安分局、江宁路街道办事处主办，上
海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上海市人民
滑稽剧团）承办的社区展演，来到江
宁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吸引了
不少市民前来观看。

展演现场，艺术家们通过男女声
独唱、独角戏、小品、魔术等艺术形
式，展现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下
的社区联动。艺术家们用声情并茂
和喜闻乐见的表现手法，将社区治理
的难点和成效以特别的方式传递给
社区，让更多市民了解“三所联动”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三所联动”是公安派出所、司
法所和律师事务所通过签约结对共
建的方式，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由民

警、人民调解员和律师共同参与调
处化解矛盾纠纷。江宁路街道努力
践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
探索“三所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机制，发挥及时、就地和高效的优
势，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
属地。

自“三所联动”工作启动以来，派
出所、司法所、律师事务所共同协作，
取长补短，将三方作用最大化，通过

“联动”形式凝聚各方力量，形成矛盾
纠纷化解的强大合力，变各自为战为
协同作战，切实提升了基层矛盾化解
的效率及成功率。

今后，江宁路街道将继续推进
“三所联动”机制高效运行，努力打造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共同体、社会治理
融合体，不断提升溯源治理效能和法
治服务水平，切实做到预防在前、调
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持续谱
写基层治理新篇章。

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
“三所联动”专场演出来江宁

手持“艺术护照”免费逛展
北站街道在苏州河畔开启美育之旅三个空间 三处茶摊

芷江西路街道社区的“滕益空间”让市民“解渴解忧”

■记者 郁婷苈

“您先别急，坐下来喝杯茶，有
什么事慢慢说。”在芷江西路街道社
区的“滕益空间”里，经常能听到人
大代表这么对居民说。

三处民生茶摊打造的“滕益空
间”，分别坐落在芷江西路街道辖区
的便民服务场馆、商务楼宇和辖区
商铺，依托“早茶”“下午茶”和“便民
茶”三杯公益茶，人大代表和选民喝
茶聊天，倾听不同群体的“民声”，架
起了沟通交流的桥梁，切实把群众
关心的“心上事”作为代表履职的

“上心事”，努力把群众的“心声”变
成群众的“掌声”。

一杯公益“早茶”

腾出孩子的快乐小天地

“腾代表，居民区活动室新开辟
了一处亲子活动空间，现在，我孙女
做完作业都会和小区里的其他孩子
相约看看书、玩玩游戏，蛮开心的，
谢谢你。”居民张阿姨向区人大代表
滕迪克表示了感谢。

芷江西路街道邻里中心集社区
食堂、卫生医疗、健身锻炼、团队活
动等众多功能于一体，成了居民们
日常活动的重点场所之一。由于邻
里中心与“满堂春”茶叶市场处于同
一建筑，邻里中心设有邻里茶坊，利

用独有的地理优势为爱好茶文化的
居民设立了一处传播茶文化和互动
交流的空间。在此用完早餐的居民
也往往会在邻里茶坊坐坐，聊一聊
家长里短。

正是看中了邻里茶坊的高人
气，人大芷江西路街道工委和身为
满堂春茶叶市场总经理的区人大代
表滕迪克一合计，在这里设立了“滕
益空间”公益早茶点，让人大代表们
在这里听听居民的声音，解决一些
他们的客观需求。张阿姨所反映的
请居民区给孩子们增加活动空间的
事，正是前几个月她和其他几位居
民在这里喝茶向区人大代表提出来
的。

一杯公益“下午茶”

解决楼宇白领出行难题

芷江西路街道云华科技大厦
21楼转角处的咖啡茶室，是楼宇内
白领们下午茶时光的相聚地，人大
芷江西路街道工委在此开辟了第二
处“滕益空间”，驻站区人大代表史

晓琼、滕迪克定期在下午茶时段来
此接待，倾听楼宇内员工的心声。

“昨晚在小区忘记充电，今天真
担心电瓶车的电撑不到回家，什么
时候大楼里能有电动车充电设施就
好了。”在一次下午茶聊天中，史晓
琼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暗暗记下楼
宇年轻白领的诉求，史晓琼通过人
大街道工委与街道相关科室的负责
人进行了沟通。经过前期的勘察和
紧张施工，目前，云华大厦电动自行
车智能充电设施已投入使用，为满
足更多楼宇内员工需求，还将于近
期再增加充电口数量。

据悉，通过和楼宇白领的下午
茶，人大代表们排摸楼宇企业的资
源及需求，通过“资源、需求、项目”
三张清单，解决了涵盖党建联建、文
体活动、志愿服务、场地支持等20
余项问题。

一杯公益“便民茶”

解决“来沪人员”燃眉之急

位于芷江西路街道中山北路主

干道沿街商铺的“滕益空间”，服务
对象主要为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
户外工作者，室外的便民茶摊常年
摆设，而人大代表也在此不定期接
待新业态劳动者。

刚刚从外地来沪的陈女士想找
一份家政行业的工作而误遇“黑中
介”，不仅工作没找到，还遭受了一
定的经济损失。她在中山北路一带
寻找工作机会，疲乏之时看到了“滕
益空间”公益茶摊，便进来歇个脚，
喝点茶。刘女士的愁眉不展引起了
滕迪克的注意，经交谈得知陈女士
的遭遇后，滕迪克与芷江西路街道
总工会取得了联系。

街道总工会负责同志在仔细询
问相关情况之后，一方面协助刘女
士报了警，寻求警方的帮助；另一方
面通过区家政服务行业工会联合会
爱心接力站为刘女士找到了一份家
政服务的工作。

三个空间，三个茶摊，如今，“滕
益空间”带着“茶香”的平台，已成为
芷江西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
连心桥、代表履职的新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