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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丨社区

■记者 黄小清

7月 6日，上海高温橙色预警高
挂，静安区北京西路凤阳路零星旧城
区改建项目在这天正式启动签约。踏
着滚烫热浪，家住凤阳路724弄51号
的杨建明一大早就来到签约现场。今
年，是他在这条近百年里弄度过的第
35个夏天，也将是在这里的最后一个
夏天。

炎炎夏日里，签约工作如火如荼
地进行。从当天早上8时起，陆续有
居民赶来签约。11时许，北京西路凤
阳路零星旧城区改建项目签约率达
到90.70%，项目签约期首日上午即
顺利生效。下午3时，北京西路凤阳
路零星旧改地块范围内共86证居民
和单位全部完成签约，签约率达到
100%。

说起这次旧改，杨建明说：“这是
惠及我们居民的大好事，没理由不支
持。”

位于凤阳路724弄 51号 102室
的房子仅27平方米，却见证了杨建明
三代同堂的家庭史。现已90岁高龄
的杨建明丈母娘，从上世纪70年代开
始就和丈夫在这里居住。上世纪90
年代前后，杨建明结婚后夫妻俩也住
了进来，如今，他们的女儿也已长大成
家。

和这条百年弄堂一样，杨建明三

代人居住了五六十年的房子里布满了
岁月的痕迹，背后则是积压多年的老
旧小区顽疾，以及糟糕的硬件环境和
卫生状况。

凤阳路724弄51—57号是典型
的旧式里弄，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

前。
杨建明家所在的凤阳路724弄

51号位于前排，不仅至今未通管道煤
气，多年来还苦受屋面漏水烦恼，破败
的屋顶使得每逢下雨天屋里就水流成
河。尽管前几年通过“美丽家园”建设

改造，做了防渗漏处理，但并未彻底解
决漏水问题。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总归
政策是好的，大家一起努力，早签约早
受益，改善居住条件，奔向新生活。”

在此次签约前，本就热心社区事

务的杨建明，凭着多年社工工作的经
验，积极向邻居们宣传动迁政策、解释
相关工作，打消了邻居们原本的顾虑，
积极参加签约。

“没想到第一天签约率就达到
100%，我总算等到了住房的改善！”

杨建明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消
息一宣布，现场锣鼓喧天，居民们互相
分享喜悦，共同庆祝即将实现新居梦。

据悉，北京西路凤阳路零星旧改
征收范围为：北京西路部分：北京西路
689—705号（单号）部分、石门二路
69—77（单号）部分等；凤阳路部分：
凤阳路724弄 51—57号部分、71号
部分等。

石门二路街道旧改分指挥部始终
坚持以群众利益为导向，多次召开征
收政策解读会，依法举行听证会，充分
开展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
认真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深入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旧改推进中，街道旧改分指挥
部始终秉持依法合规、阳光透明的宗
旨，委托专业律师团队开展旧改征收
法律服务，邀请社会公信人士共同参
与、见证与监督，确保旧改工作全过程

“公平、公开、公正”。

北京西路凤阳路零星旧城区改建项目首日签约率达100%

百年弄堂将度过最后一个夏天

临汾路街道完整社区建设登上《人民日报》
以多样化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优化社区治理

■记者 陆安怡

近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建设完
整社区，让服务更完善更智慧》一文，
详细介绍了临汾路街道在建设完整社
区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据《人民日报》6月28日报道：住房
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2022
年10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完整社区
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打造一批
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社
区样板”。2023年7月，住房城乡建设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印发通知，
决定在106个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
点。2023年12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办
公厅发布《完整社区建设案例集（第一
批）》，重庆市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上海
市静安区临汾路380弄社区、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市海
纳尔社区等10个社区入选。

临汾路街道通过打造“数字小屋”、
便民服务车等数字化服务载体，用多样
化服务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优化社区
治理。在社区共治方面，临汾路街道不
断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创新运营管理模
式，推动实现“企业有利润、居民得实
惠、社区有收益”的多方共赢。

大力开展“数字家园”建设

近年来，临汾路街道坚持以党建
引领推进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
积极推动基层治理与现代信息技术相
结合，大力开展“数字家园”建设，努力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全景图”。

街道以“数字家园”建设为抓手，
聚焦居民群众高频急难愁盼和基层工
作难点堵点，着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创

新多样化的应用场景，让社区治理和
社区服务更智能。

街道聚焦衣食住行、就医等居民
高频急难愁盼事项，帮助社区居民尤
其是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一方面，建设触手可及的数字化
便民服务设施。近年来，结合辖区居
民需求，新建24小时不打烊“数字小
屋”、家庭智慧养老样板间、数字公话
亭、“一键叫车”智慧屏、“一网通办”自
助服务等便民服务设施，让居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服务。
另一方面，推出全天候在线的公共服
务平台。依托“社区云”完善居社互动
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掌上数字服务
应用，形成集社区活动参与、资源预
约、民主协商、诉求表达于一体、人人
都能参与的社区治理平台。

整合社区资源参与社区建设

临汾路街道坚持发挥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优势，面对社区老龄化程度高、
辖区商业资源少、社会资源相对不足
等情况，通过创新赋能机制、打造聚力
平台、构建服务枢纽等方式，开创了社
区治理新格局。

2023年，临汾路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建设了“临居里”静邻合伙人平
台，逐步汇集了街区、居民区党群服
务、河畔健身驿站、街道企业服务、青
年就业服务、志愿者服务、新心驿站等
功能。该平台旨在通过党建引领，整
合社区资源，引入市场主体、社会组织
等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提升社区
治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临汾路街道在“临居里”平台建设
中，吸引了30余家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企

业成为平台合伙人，涵盖了教育、医疗、
养老、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人才、企
业、机构、项目的引入落地，提升了社区
活力，为临汾老旧社区的更新之路提供
了新动力。在“临居里”平台运作中，临
汾路街道注重将嵌入式服务理念贯穿
于社区服务之中。街道通过与企业合
作，以服务车或服务屋等形式，将服务直
接送到居民家门口，一站式解决居民从

“针头线脑”“小修小补”的小事，到急难
愁盼的难事23项近50个服务内容。

例如，阳曲路760弄居民区携手
“临居里”，连接20余家共建单位资
源，打造了“党建+临居里”生活服务
中心，能为居民提供4大类、10余项
体系化服务，覆盖居民生活方方面面。

从一站式解决居民23项“针头线
脑”的小难题，到解决社区老人大件衣物
洗涤、陪医、陪护等急难愁盼的大问题，
街道努力实现企业在社区里、就业在家
门口、服务在邻里间，动员和凝聚更多居
民投入到社区服务和治理中的目标。

摸清问题短板提升社区品质

在静安区临汾路380弄社区，通
过拆墙合并，社区内的星城花苑小区
与阳曲路391弄小区被打通，公共活
动空间大为拓展。

临汾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永波
说：“我们还听取群众意见，用好闲置
资源，把曾经废弃的垃圾箱房改造成

‘数字小屋’、曾经停办的私立幼儿园
改建成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数字服务“云端”对接居民需求

在临汾路380弄社区，70岁的居

民金声宏来到“数字小屋”，一次办成
几件事——缴纳水电煤气费、换新的
《门急诊就医记录册》、用“一分钟诊
所”服务机自助量血压。

“数字小屋”24小时不打烊，集纳
了“一网通办”自助机、公用事业费一
体缴费机、“一分钟诊所”服务机、共享
打印机等便民设施。

“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社区不少
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缴纳水电煤气
费，代缴网点又离家太远。”临汾路
380弄居委会主任征伟径介绍，作为
街道的第一间“数字小屋”，社区的“数
字小屋”由临汾路街道办事处出资装
修改造，引入配套设施，为居民提供就
近缴纳水电煤气费等一体化服务。

为帮助老年人越过数字鸿沟，去
年以来，社区多次举办“小义工课堂”，
组织志愿者在“数字小屋”现场指导相
关设施使用。“就是在‘小义工课堂’，
我学会了在‘数字小屋’缴水电费，自
助扫码量血压。”金声宏说。

家门口的服务日趋多样。“终于可
以放心做手术了。”不久前，家住临汾
路380弄社区的独居老人梁建中来到

“临居里”便民服务车前，工作人员通
过上海e护通平台帮他找到一名陪诊
护工，全程服务老人看病购药。

设在居民区党群服务站门口的这
辆便民服务车，也是连接居民需求和
服务资源的“一站式”团购平台，专门
服务居民生活“微需求”——便民洗
衣、“小修小补”、就医陪诊等。

“部分服务事项现场就能完成，其
他的由我们‘云端’对接10多家合作
公司，为居民提供‘点对点’细分服
务。”“临居里”便民服务车运营方、上
海频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沈华介

绍，“前段时间，居民登记‘陪诊服务’
需求的较多，我们派运营团队洽谈，达
成了与e护通平台的合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2021年12月发
布的《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提出，

“大力发展线上线下服务业，提供社区
养老、托幼、助残、医疗、助餐、快递、家
政等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服
务需求”“推进智慧社区建设，鼓励运
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
建设物业管理服务平台”。

“完整社区也是智慧社区。我们
通过打造‘数字小屋’、便民服务车等
数字化服务载体，用多样化服务满足
群众多样化需求，优化社区治理。”李
永波说。

今年3月，静安区推出新的居家
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政策，扩大补贴
范围，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等级为
二级及以上的独居老人均可享受。如
何快速找到符合条件的老人？

在临汾路380弄居委会办公室，一
面大屏幕的后台与设在临汾路街道办
事处的“民情日志”系统相连接。负责为
老服务工作的社工高颖输入关键词、轻
点鼠标后，系统自动筛选，社区符合条件
的67名老人的信息迅即显示在屏幕上。

“根据这些信息，社区可以‘一对
一’征询居民意愿，安排上门改造。”高
颖告诉记者，过去做类似工作，社区居
委会需要先通知47个楼组的楼组长，
由楼组长摸底上报，再由居委会逐一
核实后报给街道，“不但效率低，而且
容易错报、漏报。”李永波介绍，“民情
日志”系统像是一个精准服务民生的
指挥大脑，积累了1000多万条民生数
据，并以300多个关键信息分类，为服
务对象精准“画像”、精准服务。

精准引入商业项目多方共赢

推出胚芽米现碾现售服务的上海
头道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峥
介绍，目前每台设备月营业额约6万
元，除去电费等成本，实现了持续盈利。

好项目源自好机制。在临汾路
380弄社区，先由居民提需求，社区根
据收集到的普遍需求同相关服务企业
洽谈，最后经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
方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引入业态。“引入
商家和业态，前提是要精准对接群众
需求。”征伟径说，“现碾胚芽米售米
机、‘一分钟诊所’服务机，都是这样引
入‘数字小屋’的。”

“我们还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退出
机制。之前有一家销售预制菜的商
家，将自动售货设备搬进‘数字小屋’，
由于经营不善，很快就退出了。”征伟
径说，“对‘数字小屋’内引入的商家，
我们设置了3至6个月的试运营期，商
家可以根据经营状况决定是否续约。”

通过便民服务车，梁建中老人预
订上海e护通平台3个小时的陪诊服
务需198元，比在e护通平台直接预
订少花费60元。“社区老年人多，陪诊
需求量大，企业愿意适当让利。社区
为e护通平台提供品牌推广，也能获
得一定费用，又可以用来开展日常活
动、公益事业等。”李永波介绍，目前，
便民服务车已布设覆盖临汾路街道
16个小区，每月服务约3.8万人次。

“完整社区建设不能单靠政府投
入，我们要不断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创
新运营管理模式，推动实现‘企业有利
润、居民得实惠、社区有收益’的多方共
赢，让运营管理可持续。”李永波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