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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会雄

世界献血者日

徐汇区连续 4届 8年荣获这一殊荣

在“6·14” 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

“2023 年徐汇区无偿献血表彰大会暨第 20

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 在区公共卫生

中心举行。

今年 6 月 14 日是第 20 个世界献血者

日，活动口号是“捐献血液，分享生命”，活动

主题是“汇聚青春正能量， 无偿献血传爱

心”，旨在彰显无偿献血公益力量，讴歌无偿

献血者捐献血液挽救他人生命的崇高行为。

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是 2 年一次，

这也是国家对无偿献血这一行为的高度认

可，2020—2021 年度上海市共有 5 个区被

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市）”，徐汇区

自 2014 年起连续 4 届 8 年荣获这一殊荣。

个人奖项方面，2020—2021 年度上海市获

得奖项 9400 余人，徐汇区获得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和服务奖有 413 人， 其中终身荣

誉奖 20 人，金奖 76 人，银奖 81 人，铜奖

235 人；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

1 人。这些荣誉为徐汇精神文明建设添上浓

墨重彩的一笔，为健康徐汇作出重要贡献。

徐汇区在全市中心城区内是医疗用血

体量比较大的一个区，辖区内医疗机构多，

尤其是三级医院多， 临床用血量几乎占全

市用血量六分之一， 在保障临床用血安全

方面存在一定的压力。 徐汇区积极夯实无

偿献血工作基础，提升无偿献血工作成效，

优化献血点位布局， 从去年 9 月华泾爱心

献血屋启用， 到今年 3 月献血流动车驶入

徐汇滨江、 徐家汇商圈、 火车站人流汇聚

处，不断寻求街头血液募集新突破，无偿献

血成为徐汇区一道道美丽的公益风景线。

多年来，徐汇献血工作得到高度重视，尤其

在 2021 至 2022 这极不平凡的两年里，徐

汇区克服困难、稳中求进，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血液保障， 超额完成年度募集任务

（2021 年完成率 112% ，2022 年完成率

102.5%），很好地诠释了“政府主导、多部门

协作、 社会共同参与” 的无偿献血工作机

制，充分体现了徐汇模式和徐汇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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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林街道东一

南居民区是典型的

老旧居民区。 今年

以来，在“三旧”变

“三新”民生实事工

程的推动下， 东一

南居委“趁热打铁”

再次加快了拆违的

脚步， 特别是私占

公共区域的违章建

筑全面清理、整改，

切实改变居民区的

环境面貌， 扎实推进老旧小区

居民居住品质的提升。

早在前期排摸过程中，居

委就发现小区遗留的违章建筑

多为部分一楼住户搭建的水斗

或房屋。 东一南居委干部陆乐

告诉记者：“底楼的居民会在北

侧装个水斗， 我们拆了 10~12

个， 还有私占公共空间的违章

建筑， 我们今年也拆了十几

个。”违法搭建的房屋不仅占据

了通道，影响车辆和居民进出，

内部还堆放了各类杂物， 垃圾

不易清理，带来了安全隐患。

面对破坏小区环境、 安全

隐患极大的违章建筑， 拆违势

不可挡。其中，有 8 户居民搭建

的违章连成一排， 也在这次拆

违中一并清理。“这 8 户正好是

连着的，都往一楼北侧外扩，有

的砌一半墙， 有的用铁栏杆围

起来， 圈起来的面积少的有 6

平方米， 多的差不多有十几平

方米。”居委从 4 月份开始和居

民沟通， 以便取得居民的理解

和支持。

越来越多的居民积极响

应，8 户连排的违章最终也顺

利拆除了。 其中一户居民因为

年纪较大身体不好， 违章建筑

里又堆放了三代人用的杂物，

居委也找了帮手帮忙整理。 全

部违建拆除后， 结合居民的实

际需求， 居委为他们重新安装

了防盗窗和雨棚， 解决了居民

担心漏水的问题。

今年， 东一南居委已经拆

除违章二十几处， 加上近几年

拆除的有五六十处了。 在拆违

过程中， 居委干部们感慨平时

的走访起到了大作用。“平时和

居民经常会打照面， 对走访和

工作中居民提出的一些问题或

者需要帮助的事情， 我们及时

解决， 拆违的时候居民也就不

会有太大的抵触情绪了。 ”

一直以来， 社区工作人员

持续深化以“走百家门、知百家

情、解百家忧、暖百家心”为核

心的“四百”走访工作，拉近与

居民的距离，解决民生问题，满

足居民需求， 确保各项服务措

施落到实处， 在走访中摸清群

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并及

时解决。

为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在区拆违

办和区城管执法局的指导和支持下， 天平

街道不断优化拆违体制机制， 切实发挥资

源整合优势， 深入细致推进落实拆违各项

工作，全力以赴推动辖区违建控新减存。

“拆违”：腾出“民生”微空间

伴随着阵阵敲打声，康平路 193号的 10

处违建终于被拆除了。 这栋衡复直管公房为

一幢 3 层花园住宅，解放后，像上海许多花

园洋房一样， 康平路 193号住进了 12户居

民。 慢慢地，小区居民利用周边的公共空间

进行违法搭建，在花园里搭建的违法建筑越

来越多，一间挨着一间，高高低低，共有 10

多间。 或用于搭建防盗门窗，或用于改造成

停车间，或用于堆放杂物，现场脏乱差，昔日

美丽的花园隐藏着巨大的消防和治安隐患。

天平街道拆违办在调查摸底的情况

下，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联合综合行政

执法队、居民区党总支协同整治，多次上门

对当事人进行约谈， 讲清违建存在的安全

隐患。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当事人配

合拆除违建。 经沟通协商，天平街道提出人

性化“助拆”，打通公共区域的“堵”点。

“排危”：去除“伤疤”造福于民

永康路 142 弄 20 号违建，地处位育初

级中学的西南角，依学校围墙而建，建设年

代久远，历史成因复杂，加之紧邻小区公共

通道，既影响校园周边安全，又对居民日常

生活造成不便。

针对三间近 60 平方米的违建房屋，天

平街道紧盯学校周边环境安全，管控提升，

瞄准新学年即将开启的窗口期， 克服原有

建筑结构情况不明、 管线排布复杂等不利

因素，组织力量反复研讨、优化方案，在确

保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 把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天平街道于年初正式启动了对永康路

142 弄 20 号的违建拆除工作， 并且在完成

该址违建拆除、垃圾清运工作后，秉持听民

意、解民忧的原则，拆违后立刻启动相应的

空间完善提升计划， 在小区内新建了一个

非机动车停车棚。

下一步， 天平街道将不断巩固前期治

理成果，逐步消除存量无证建筑、全面拆除

重点类型无证建筑、 坚决遏制新增无证建

筑，用拆违赋能衡复风貌区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天平街道）

拆违、排危！ 让城市风貌焕发新颜

�记者 周夏（实习）

3台竣工 +3台开工

这里的加装电梯还有保险，可覆盖 16年运营费用

“以前拎重物、抱孩子、搬东西，要爬楼

梯非常吃力，升级成‘电梯房’后，一键到达

真幸福！”住在虹梅街道欣嘉苑的居民符海

丽感慨加梯后的便捷，这也是加梯楼栋内，

其他高层居民的心声。据悉，欣嘉苑 1~3 期

有 3 个楼栋加装电梯即将竣工， 同时又有

3 台电梯将迎来开工， 小区加梯氛围日益

高涨。

加梯需求得以满足

作为“老龄化”的动迁小区，欣嘉苑中

好几栋楼的高层都有老人居住。 由于年龄

原因，他们很多时候都无法顺利下楼看病、

办事，没有电梯成了出门的障碍。 在欣嘉苑

1~3 期的前期可行性评估中，65 个门栋里

适合加装电梯的有 64 个，难以加装电梯的

楼栋仅 1 个。

加梯意见征询中， 住在低层的居民当

然也会有采光、通风的顾虑。 为此，在街道

加梯办的支持下， 欣嘉苑将党建优势转化

为加梯工作的协调沟通优势和工作推动优

势。“三驾马车”齐心协力，通过成立加梯临

时党支部，搭建起沟通平台，积极发挥党员

志愿者、楼组长的作用，对每一户进行走访

排摸，形成了良好的加梯氛围。

自始至终有所保障

在加梯工作推进过程中， 考虑到一些

有需要的居民盼梯心切，通过居民协商，最

终由加梯单位先行垫付或与其他居民一同

分摊不愿出钱居民的费用， 实现居民利益

的最大化。 街道加梯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部分居民可能因为没有看到电梯实物存

在观望心理，等电梯建好后，前期没有出钱

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补缴费用获得使用权，

给居民更多选择的权利。 ”

今年，虹梅街道已有 13 个楼栋成功签

约，提前完成全年加梯任务。 下一步，虹梅

街道将结合“三旧”变“三新”民心工程，推

行成片化加梯新模式， 让更多居民尽早圆

上电梯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