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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按键，等待电梯到达……家住

38号 6楼的鞠老伯从此再也不用“害怕”

下楼了。 11月 8日，田林十三村 15部电梯

同时启用，小区电梯加装驶上了“快车道”。

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田林十三村

为老旧公房，总户数达到 924 户，老年人

占比近三分之一，其中超过 65 岁且住在

3 楼以上的有 700 多人，很多人因为上下

楼梯不便，不得不常年待在家里，何时能

够加装电梯成为“悬空老人”的一件心事。

去年年初，结合上海出台的电梯加装

指导意见，田林十三村按下了加装电梯的

加速键。 经过近半年的努力，首批加装电

梯的启动仪式举行，居民区 16 个单元完

成签约，并分批开始电梯的施工安装。

记者来到田林十三村的居委会， 一眼

就看到白板上醒目地贴着 4张表格， 有的

上面用彩色的记号笔做了标记， 有的则用

圆形、三角等符号进行标注，这些就是“三

驾马车” 和电梯工作小组经过排摸之后的

“加装电梯居民意向汇总表”， 汇总了从 8

号楼到 45号楼、 总计 37个单元的居民加

装电梯意向。

不仅居委和业委会对楼栋情况了如

指掌，田林十三村的每一个单元楼里，还

有一个加装电梯“三人小组”，确保了加

梯工作的顺利推进。“三人小组”的人选

需要通过整栋楼的居民签字同意，这样的

机制确保了加装电梯工作过程由居民主

导，充分体现了民主自治的过程。

张阿姨是一位楼组长， 因为自己住在

一楼，开始时心里也有点纠结。怕采光受到

影响，又怕电梯上上下下有噪音，可是眼看

着楼上的老邻居们岁数越来越大， 爬楼梯

越来越吃力， 有几个还因中风之后腿脚不

便，下楼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了奢侈的事情。

几经思量，终究是“大爱”战胜了“小我”，还

主动加入了三人小组，为加梯的进展奔忙。

田林十三村党总支书记苏嵘告诉记者，在

电梯加装过程中，“三驾马车” 始终坚持在

党总支引领下引导居民自治， 不断动员党

员、志愿者、施工方一齐参与加梯工作，这

就是田林十三村的宝贵经验。 她还透露，

“三人小组”中，党员占了 30%，这使得每幢

楼都有党的组织在引领， 每个单元都有党

的工作在推进，每名党员都有作用在发挥。

对于田林十三村这样的老旧小区来

说， 电梯加装仅仅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后

续小区还将开启美丽家园建设，做好小区

的整体规划布局调整，早日实现“三旧”变

“三新”，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据了解，田林街道有多层无电梯小区

27 个，包含 941 个单元，其中 178 个适合

加装，278 个较难加装， 其余的不适合加

装，很多居民楼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六层住宅楼占整个地区居住建筑面积的

28.57%。 自加梯工作启动以来，街道已累

计签约 94 台，目前己开工 68 台，其中己

竣工 37台，在建 31台，26台正在报审中。

田林十三村老房有“喜”

15 台电梯同时启用

�记者 姚丽敏 施昱辰

在大部分人享受着互联网发展给生

活带来的便利时，很多老人虽然用上了智

能机，但是不太会操作，对使用智能手机

的需求很强烈。 为此，枫林街道积极盘活

教学资源，举办了一系列线上 + 线下课程

互动，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近年来，老年人在生活中，对于网上

购物、网上挂号、网上缴费都觉得是难以

跨越的数字鸿沟，枫林街道社区学校专职

教师丁华花说：“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开设

了帮助老年人轻松跨越‘数字鸿沟’的课

程，教老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很受社区

老年居民的欢迎。 ”

社区学校通过与中国银行徐汇支行

合作举办，邀请专业人士教课，帮助老年

人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 11 月 9 日上午，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现场指导活动的第

一讲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

课堂上，先是向老人们科普了何为数

字化，并介绍了数字人民币、一码通行等

概念，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随后，通过

一段视频，向老人展示如何开通医保电子

凭证以及申请异地就医备案的流程。视频

一步步讲解操作流程，老人们更是仔细观

看着，有的用手机拍照录下来，有的则将

要点写在本子上，生怕漏掉关键步骤。 志

愿者也走到老人身边， 手把手地教授，边

指导边和老人解释，只有这样才能加深老

人印象， 在课堂结束后依然能独立操作。

在指导过程中也会提醒老人需要注意的

重点事项，避免信息泄露或是财产受到损

失。 经过志愿者的耐心指导，老人们基本

掌握了通过智能手机便捷就医的流程。

丁华花告诉记者，此次开展的助力老

年人轻松跨越“数字鸿沟”系列课程，还包

括手机地图安心领路、手机打车方便出行

和手机订餐课程。

同时，还提供线上课程，全方位指导

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居民只需打开微信，

扫描或识别指定课程二维码。 填写姓名、

身份证号码，选择“枫林街道”，完成报名，

便可直接学习报名课程。

接下来， 社区将根据居民的需求，继

续开办老年智能手机课堂，让老年居民也

能玩转智能手机。

就医打车如何一码通行

智能手机课堂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记者 汪晓 张洁

11 月 10 日，“新风汇———社会文明风

尚大讲堂”第二季凌云街道专场，在生态

优美、诗意盎然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凌云新村水岸邻里汇举行，红色文化研究

专家、道德模范、社区公益项目创始人齐

登场，用感悟分享和项目演示，共同倡导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共话新时

代文明实践在城市精神弘扬中的作用。

当天，青年文化志愿者带来根据徐汇

道德模范人物事迹原创的朗诵诗《榜样力

量汇新风》。

现场，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上海

市劳动模范、凌云街道“尚艳华书记工作

室”带教书记、凌云“绿主妇”引领者尚艳华

现场分享了在党建引领下，凌云志愿者们

智慧闪现，不舍昼夜，尤其在疫情防控关键

时刻，党员们通过各种贴近百姓生活的方

式，助力社区共克时艰的故事，展现了一代

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奉献精神。

如今，走进凌云绿色街区，不仅能在转

角处遇见美景，还能时时感受到人心的温

暖。 凌云街道 417 街区经过一系列硬治理

改造后，持续改善了社区生活质量。凌云街

道梅苑二居社工、2021 年度徐汇区道德模

范何玲龙现场介绍了街区里的三辆绿皮小

车化身为“老小孩”补给站，不仅详细介绍

了补给站的服务功能， 还表达了社区共同

治理的决心。

活动还特邀上海海布社工师事务所总

干事、 上海爱在一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

文杰，为大家带来专题宣讲“让梦想的种子

在社区发芽”。 据悉，上海海布农业科技公

司发起的农业新零售就业创业项目， 曾在

2021 年获得第三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风

采大奖，目前正在凌云社区试点，展现了退

役军人为社区治理工作做出的新贡献。 王

文杰在宣讲中衷心希望在公益志愿召唤

下，梦想的种子在凌云社区发芽传播。

“新风汇”走进绿色街区

畅谈生态宜居之变

�记者 曹香玉 陈洁

11 月 9 日上午，和往常一样到

徐汇区聚鑫园上班的企业白领，一

进园区就发现“有点儿不一样”。 办

公楼前热热闹闹地摆出一排摊位，

空气中还飘着阵阵果香。

原来， 在徐汇区人民政府合作

交流办公室的指导下， 长桥街道在

平福路 188 号聚鑫园举办了一场

“2022 消费帮扶进园区、 进楼宇系

列活动暨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农产品

展销会”，来自对口帮扶地区的特色

优质农产品，直接送到了园区，而且

价格实惠， 不仅能让来自天南海北

的企业白领们尝到产地直送的新鲜

味道， 也吸引了许多周围居民前来

选购。

在当天的展销中， 最受欢迎的

产品是云南石屏豆腐、高原荔枝、冰

糖橙等时令水果， 这些都是上海不

常见的特色美食， 在展台上销售火

爆。 此外，七彩花生、云南蜂蜜、灯

盏花、菌菇九珍等也大受欢迎。

附近小区的居民表示， 展销会

上的农副产品价格实惠品质好，在

这里不仅能买到好东西，而且可以

向帮扶地区奉献爱心，“一举多得”。

活动现场除了可以“买买买”，

长桥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还

专门设了一个特殊摊位， 向群众宣

传讲解安全常识，分发宣传手册，还

向参展爱心企业和支持单位捐赠了

防疫物资。

足不出“沪”

品正宗家乡味

�记者 傅文婧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