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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日发布了营商环境优秀案例，

其中，徐汇区“住所云”平台为企业开办便

利化提供了“徐汇智慧”，在全市范围推

广， 更是彰显了徐汇在数字化赋能政务

服务、 积极打造卓越营商环境上的探索

与努力。

随着对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深入推

进，注册登记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在

住所登记方面一直较难突破。 究其原因，

在于房屋信息的“千房千态”。

徐汇区共有 44个商业综合体、专业市

场以及分布在 235 条马路上的近 9000 户

沿街商铺，涉及住所材料更是各式各样。

为便利楼宇园区入驻企业的登记备

案业务，徐汇区打造“住所云”平台，从

2020 年开始对全区 5 万余户市场主体按

载体逐个进行分类，并于 2021 年先后出

台《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营商服务能级

的若干措施》《“住所云”建设运行工作方

案》，不断升级优化“住所云”平台，对各类

住所载体信息进行统一和规范化管理，打

造“一体一库”。

主动对接 积极引导

通过主动对接、宣传动员、部门联动

三管齐下，“住所云”跑出住所信息归集新

速度，将住所信息进行数字化归集，进一

步提高商务楼宇、园区及沿街商铺的“住

所云”入驻率。

“住所云”入库对接有专人负责，第一

时间将入库申请材料整理、归集、扫描并

上传入“云”，“住所云”审核通过的材料，

成为格式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基础住所

信息，实现了“一次备案、多次复用”。

入“云”便企“一库通办”

“住所云”平台设立以前，住所材料纷

繁复杂，多则需要提交竣工备案证、平面图

等十几份住所信息材料。 而现在， 通过将

“住所云”再造准营办理新流程。 平台嵌入

至行政服务中心综窗受理系统， 工作人员

可一键查询已归集的所有载体住所信息。

凡是在这些载体内入驻的企业，在

办理市场监管领域各类证照时， 仅凭有

效租赁合同即可注册登记，真正做到“一

库通办”。

多端开发 互联共享

“住所云”通过审批端口、物业端口开

发，并在技术成熟基础上不断完善市场所

监管端口和营商服务机构端口，打造成精

细化治理新工具，实现了楼宇住所资源全

流程、全周期精细化管理。

各端口信息交互共享，及时更新楼宇

内企业的入驻情况，扫除“僵尸住所”，避

免对后续新设、变更和入驻的企业造成障

碍，依托“住所云”汇集的企业数据赋能对

楼宇企业的动态监管，实现线上、线下监

管的统一融合。

住所登记简化大大提升了企业办事

效率，通过住所（营业场所）基础材料的复

用，实现申请材料进一步压减，为适用无

纸全程电子化登记打下基础。 目前，已有

港汇大厦、徐家汇国际大厦、美罗大厦等

34 幢楼宇、园区入驻，超过 400 余户企业

仅凭租赁合同完成住所相关登记，可惠及

企业 1000 余户。

“住所云”围绕住所载体，形成政府部

门服务和监管信息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

协同机制。 以“住所云”为载体，将审批机

关、产权人（物业）、营商服务机构、市场监

管所紧密联系，做到各方对企业住所总数

清晰、动态监控，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为继续提升住所登记便利化程度，徐

汇区将持续扩充“住所云”数据池，借助区

商务委、 各功能区等部门的载体管理优

势，进一步提高住所载体入驻率，同时拓

宽“住所云”应用范围，将“住所云”打造成

为全区住所信息的“数据中台”，企业在徐

汇区办理 120 多个行政审批事项时，将无

需提交“住所云”内住所证明材料。

下一步，徐汇将秉持开拓创新、锐意

进取的精神，聚焦市场主体关切，以企业

满意度为落脚点， 进一步推动跨部门、跨

层级、 跨系统的业务流程革命性再造，在

优化营商环境领域不断探索新做法、开展

新试点，持续做大徐汇营商环境品牌。

为企业注册“云”加速

徐汇持续打造“住所云”平台

�记者 汪晓

�记者 柴斌

本报讯 斜土路街道积极实施

“无群租小区创建工作” 专项行动，进

一步加大违法群租房打击力度， 消除

社区安全隐患。

近日，斜土路街道召开“无群租小

区（街道）创建暨群租治理专项工作部

署会”视频会议，传达区委政法委相关

工作精神， 部署斜土路街道群租长效

常态治理工作方案： 充分认识到群租

房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摸清

底数、及时处置；不间断地进行入户检

查、督查，发挥腿勤、眼勤、嘴勤的作

风； 针对整治工作中出现的难点和问

题，综合执法，形成合力，攻坚克难。

前期，通过居委和物业调查摸底，

对发现小区内存在的群租现象， 街道

群租整治小组先后联合物业在每个群

租房门前张贴公告，通知租户搬离；并

在小区宣传栏内张贴群租举报奖励

海报和群租危害海报；线上通过斜土

e 家微信公众号普及法律知识， 让群

众更直观了解群租的危害。

同时， 群租整治执法队员对户主

进行约谈和走访工作，以情说理，循循

善诱，使其认清“群租”的危害性，对仍有

2户住户抱有侥幸心理、群租租客逾期不

搬离的，城管中队协同派出所、居委等

部门，对该 2户群租户进行集中整治。

为做好疫情防控、 消除社区安全

隐患，斜土路街道按照加强基层治理，

发挥联勤联动成效，以发现即整、有一

套整一套的“从速从快”的工作方式，

积极开展执法。 6月 1日以来，共整治

群租房 120余处，暂扣群租床铺 210余

张、清退群租人员 280 余人。

刚柔并济 高效执法

斜土街道对群租现象重拳出击

8 月 8 日，正值全国第 14 个“全民健

身日”之际，为挖掘体育文化价值和精神

内核，实现徐汇体育薪火传承，徐汇区在

上海鲲鹏生态创新中心举办徐汇区全民

健身日主题活动。

今年对徐汇体育人来说有一件大

事，那就是在 11 月份即将盛大开幕的第

十七届上海市运动会， 前不久徐汇进行

了代表团口号线上征集， 市民们投稿踊

跃， 最终揭晓了上海市第十七届运动会

徐汇区代表团主题口号———“新徐汇、新

活力、新未来”。

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徐汇

新建了很多体育场馆和设施， 例如滨江

的体育设施，上海中学、位育中学的新建

场馆，将陆续与大家见面。

结合“三旧”变“三新”老旧小区再

提升计划和 15 分钟体育生活圈提升计

划等，区体育局查阅梳理了区域内主要

公共体育场馆的历史资料，整理出《徐

汇区体育场馆发展简史》 并汇编成册，

希望增进大众对徐汇区体育场馆历史

的了解，为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凝聚

力量。

多年来， 徐汇区不断承载历史的重

任，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运动员。 被称

为“中国排球教父”的沈富麟、原 NBA 篮

球巨星姚明、跳水皇后吴敏霞、足球名宿

吴承瑛和谢晖、乒乓国手丁松、中国女排

小龙女诸韵颖、 亚洲首位现代五项世锦

赛冠军钱震华等， 均为不同年代中国体

坛的明星和代表人物。

近年来又涌现出女篮数学博士国手

邵婷、蹦床四届世锦赛冠军高磊、三人篮

球世界杯冠军李颖韻、 雪车全冬运上海

首金应清等优秀队员，还有奥运会、跳水

世锦赛双料冠军陈芋汐， 南洋中学全运

会亚军朱馨文等希望之星， 在他们的身

上涌现出许多挑战自我、 不断超越的感

人事迹。

区体育局、 教育局将会同徐汇籍优

秀运动员所在文化学校共同采编故事，

结合学校校史做好优秀运动员事迹宣讲

和传播工作。 随着徐汇区体育宣讲团正

式成立，陈芋汐启蒙教练、徐汇区道德模

范、 徐汇区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

刘朝辉，宣讲团成员、光启小学学生王绍

阳，宣讲团成员、跳水运动员毛奕然，围

绕奥运会、 世锦赛双料冠军陈芋汐的冠

军路进行了第一讲。

徐汇为何体育人才辈出？

他们的拼搏故事激励人心

�记者 汪晓 蔡宇航

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街道闹中取静的

东湖居民区，4000 多户人家大部分住在

淮海大楼、淮海公寓、瑞华公寓以及淮海

中路 1162号的老式里弄里。在这个 60岁

以上老人占总人口 65%的老旧小区里，

不少年轻人外出工作， 有些甚至到了国

外工作或定居。 小区里空巢老人、独居老

人、体弱老人的照应，日益成为小区管理

中的短板和难题。

12 年前， 东湖居民区党总支发动小

区中的 9 名志愿者骨干， 建立了“金相

邻”居民志愿服务工作站。 从此，从上门

为孤寡老人料理家务、理发，到买个针头

线脑、陪护看病，志愿者们都会想方设法

地予以满足。

小区里 10 多位孤寡老人的日常起

居， 是金相邻工作站志愿者重点关注的

对象。 定时上门探望问需求，陪着看病，

代配药，样样都记挂在志愿者的心头。 因

此，孤寡老人家中“一有风吹草动”第一

个上前处置的必定就是“金相邻”的志愿

者。 每年过年，小区里的“大厨居民”烹制

的年夜饭菜肴半成品， 由志愿者挨家挨

户地送上门， 老人们拿到半成品只需回

锅烧熟即可吃，很受欢迎。

为了让外籍居民熟悉并与本地居民

一起遵守防疫政策，“金相邻” 的站长贾

晓漪以她在原单位做过外事工作的经

验， 与志愿者团队一方面分组上门详细

介绍上海防疫规定； 一方面主动服务好

这些外籍居民。 每当有“爱心大礼包”运

到小区， 志愿者们总是及时地将这些爱

心大礼包分送到各位外籍居民的家中。

对于外籍居民的配药需求，“金相邻”的

志愿者总是积极地提供帮助， 想方设法

地买来药品及时送上。

多年来， 工作站顺应服务需求逐渐

增大的实际，在服务模式上进行了创新，

吸纳了一批年轻且有一定专长的居民加

盟“进站”。 经过在小区内部发动和招募，

华山医院的护士沈丽君承担起了为老人

去医院配药的任务， 街面美发厅的员工

为老人免费理发， 居民中会小修小补的

能人则为街坊邻居提供修理灯具、电器，

配钥匙等服务。 铭言菜市场的员工主动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送菜上门， 让老年人

们深感方便。

（转摘自新民客户端 作者 冯联清 徐驰）

街坊邻居们有事“帮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