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8 日，“新风汇———社

会文明风尚大讲堂” 第二季龙华

街道专场， 走进徐汇滨江建设者

之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运用宣

讲报告开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

动和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讲

好模范故事，解读方针政策，善行

义举、智慧创新、政策解读，让滨

江建设者们体验到了海派之源徐

汇的道德力量和蓬勃活力。

文化志愿者登台带来了根据

徐汇道德模范人物事迹原创的朗

诵诗《榜样力量汇新风》。

治安洼地，“社区的老娘舅”

长年坚守， 平安福地，“新时代马

天民”风雨同舟。 在龙华，就有这

样一位迎来自己第五个本命年的

老民警，虽然身形渐渐老去，足迹

却依然未雨绸缪，笑容时时年轻。

徐汇区 2021 年度道德模范王瑞

芳 28年如一日， 扎根基层一线，

致力于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为民惠民办实事铸就平安，赢

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被誉为

“‘南村’的守护神”。 市民故事家

梁大为讲述老民警王瑞芳的故事

《第五个本命年》。

龙华街道党工委协同区房管

局等职能部门，以“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的决心和信心推进旧改，历

时一年， 顺利完成 227 套旧住房

改造，这是龙华街道落实“三旧”

变“三新”的成功实践，也是一次

“见人见事见方法” 的旧改探索。

怎样用一眨眼的工夫， 把“鸡鸭

村”变成了花园小楼？龙华新村党

总支书记吴菊玲带来新时代文明

实践分享：《龙华新村的美丽“蝶

变”》， 生动讲述了龙华街道正加

快推动龙陵周边老旧小区旧改落

地，让老旧住房穿新衣、老旧小区

换新颜、 老旧小区居民过上新生

活， 布点充满烟火气和幸福感的

“生活盒子”。

“魅力西岸”的日新月异，离

不开数以万计滨江建设者的奉

献， 而在这一片建设的热土，“徐

汇滨江建设者之家” 为建设者们

厚植了“愿化他乡为故乡” 的情

怀，7 年间，服务已经累计惠及建

设者近 10 万人次。有一位徐汇区

的道德模范， 多年来默默地为大

家守着这一个共同的家， 传递着

城市的温暖， 她就是被大家亲切

地称呼为“宝宝阿姨”的滨江建设

者之家党支部书记蔡莉萌。 活动

现场，“宝宝阿姨” 带来她的心得

交流《让滨江温暖如家》，赢得观

众热烈掌声与共鸣。

（来源：徐汇区委宣传部（文明

办）、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新风汇”呈现一派融融暖意

讲述善行义举

分享智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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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迎来第 23 个记者节， 在这

个特殊的日子里， 致敬每一份理想与担

当，祝每一位无畏坚守、逆风前行的新闻

工作者：节日快乐！

新时代新征程上， 广大新闻工作者使命

光荣、重任在肩。不论是清晨的大街还是黑夜

的小巷，不管是酷暑的阳光还是刺骨的北风，

都有他们追寻真相、挥洒热血的身影。

徐汇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们在第 23

个记者节仍奋战在一线， 用镜头捕捉美

好，用笔杆书写事实，在记录徐汇百态的

这条路上，留下独特的脚印。

上午，记者王旭和施悦炜在进博会场馆

内，采访参加第五届进博会的徐汇企业。“进

博会有多有趣略知一二，场馆有多大深有体

会。 这里有 2.5米高的保暖内衣，也有全球

首秀的最新商品，还有与我们的世界杯记忆

息息相关的历史展品。 ”记者王旭说道。

两位记者下午又来到上海人工智能

高地西岸智塔，在徐汇区拟上市企业高管

培训交流活动的现场进行采访。

徐汇区与上海证监局战略合作备忘录

签约仪式成功举行，记者刘坤、朱亮、陈文卿

在现场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在徐汇艺术馆内，记者张文菁、王卫

民对徐汇艺术馆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联名款实体玩偶“抱抱脑洞”的线下开售

活动进行采访。

下午 2 点半，“新风汇———社会文明

风尚大讲堂” 第二季活动在徐汇滨江建设

者之家举办，记者曹香玉在现场采访，感受

道德力量如何温暖和抵达众心。

夜幕降临的晚上，记者强亚娟正奔赴采

访的路上，在石龙路记录下徐汇城管开展建

筑垃圾运输车辆整治行动的过程和成效。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近年来，徐汇区

融媒体中心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深入一线、

深入群众，用深情的笔触、生动的镜头、鲜

活的报道，全方位、立体式宣传徐汇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建设新徐汇、

再造新徐汇”营造了良好氛围。

接下来， 徐汇区融媒体中心将始终把

握正确政治方向， 更好履行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职责使命，以更多好报道、好作品展现

上海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的新作为、 在创

造高品质生活上的新成效、 在实现高效能

治理上的新图景。

脚下有泥 心中有光

第 23个中国记者节 徐汇融媒记者这样过

�记者 奚亮

长桥街道所辖居民区大多是 20 世纪

八九十年代建设的老公房， 历经 30 多年

光阴， 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也慢慢上了年

纪。 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下楼成了许多老

年居民的一桩“心病”。 今年 9 月以来，长

桥六村、罗秀新村、罗秀二村、长桥三村共

有 6 台电梯正式交付使用。

“电梯加装好了，楼道也翻新了，当初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居民们的期盼中，长桥六村的居民迎

来了喜讯：20 号楼加装的电梯正式交付使

用，交付仪式在长桥六村 20号楼前举行。仪

式上，20号楼居民代表向长桥街道、长桥七

村居委、电梯公司和物业公司赠送了锦旗。

老旧住宅加装电梯是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随着老龄化加剧和经济快速发展，老百

姓对老旧住宅加梯需求越来越强烈，长桥六

村的业主们也不例外，尤其是居民们看到其

他小区的成功案例后，也渐渐萌生了加装电

梯的念头。 但对于加装电梯这件事，也有人

持反对意见， 如有些业主担心采光受到影

响， 也有人觉得安装电梯之后维护很麻烦。

收到居民们的诉求后，居委会、业委会、物业

“三驾马车”合力搭建居民议事平台，成立了

电梯筹建小组。筹建小组先后召开数次讨论

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交流，听取业主们

的意见需求。 通过一家一家上门沟通，答疑

解惑，修改完善付款方案、不断细化合同条

款、优化分摊事宜，最终让全体业主们达成

一致意见，居民开心按下“红手印”，“圆”了

老公房的“电梯梦”，从确定加装电梯三人小

组到成功签约仅仅用了 21天时间。

“电梯的交付使用，是我们罗秀社区高

度自治的结果”

在罗秀新村加装电梯竣工仪式现场，

当加梯钥匙交付到三位居民代表手中的那

一刻，标志着罗秀新村 24 号、罗秀二村 16

号、32 号三台加装电梯的正式启用。

“加梯来之不易，从去年六月中旬的征

询动员，到很多具体问题的协商，磕磕绊绊

也一年多了， 这个过程现在想起来确实有

些五味杂陈，好在我们居委会、加梯小组、

全楼栋的居民朋友们、 加梯公司最终通过

民主协商，求大同存小异，达成共识，让这

项民生工程是真正落地了！ ”身为罗秀新村

24号楼道加梯三人小组一员的朱阿姨说。

“电梯的交付使用，是我们罗秀社区高

度自治的结果， 我内心感受到这幢楼的居

民关爱、互助、同心协力的精神。 现在楼内

的居民有帮助邻居送小孩的， 有帮助邻居

买小菜的。 这个楼建成已有 30 年了，我们

邻里关系从没有达到今天这么和谐， 电梯

加装是一个契机， 我看到了浓浓的邻里情，

这是我们社区走向更加文明、和谐的一个标

志。 ”罗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瑜感慨道。

“老楼加装电梯，装的是电梯，聚的是

人心”

此前，长桥三村传来喜讯，138、139 号

居民盼望已久的家门口 2 台电梯终于交付

使用， 实现了本居民区加梯零的突破。 交

付使用仪式现场， 小区其他楼居民也纷纷

来“围观”，加装电梯极大地改善居民上下

楼条件，解决了居民急难愁盼问题，赢得了

居民的一致点赞。

在加装电梯项目意见征询阶段， 部分

居民不了解相关政策或存在资金压力，参

与度不高。 在街道的指导下，居委以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为切入点， 在 138、139 号楼

分别选出由党员参加的“三人小组”对这两

栋楼居民“送学上门”，宣传加装电梯的最

新规定，特别是相关简化程序的内容，让惠

民政策尽快落地。 此外，在街道的支持下，

居委联合多方力量解决楼栋里困难居民加

装电梯资金缺口的问题。

长桥三村第一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沈海

蓉表示：加装电梯过程中小区“三驾马车”

同心、同向、同行，居民理解互助，感情更好

了，关系更融洽了，居民自治能力更强了，

生动地诠释了老楼加装电梯，装的是电梯，

聚的是人心。

（来源：徐汇区长桥街道）

居民“一键”上下楼 不断“梯”升幸福感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