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8 月 21 日 星期一 / 本版编辑：许晓红 版面设计：倪叶斌

徐汇报

综 合

ZONG HE

05

截至目前， 凌云街道大力推动既有

住宅电梯加装，闵朱片区加梯签约 26 个

单元，正在施工 24 台，已交付使用 5 台。

其中：兴荣苑居民区施工 13 台；闵秀居

民区施工 6 台，已交付使用 5 台；舒乐居

民区施工 2 台；家乐苑居民区施工 2 台；

和平居民区施工 1 台。

加梯圆梦 幸福满满

“真开心啊！ 阿拉电梯可以乘了！ ”居

民们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凌云街道闵秀

居委舒乐小区 8 号、11 号、12 号、13 号、

15 号楼的居民们拿着“竣工交付使用”的

钥匙激动不已。

11 号 5 楼的两位 80 多岁高龄老人

拿着电梯门禁卡更是激动不已，85 岁的

魏老先生腿脚不便， 走路稍不注意就容

易摔跤。 由于子女都在国外，买菜、买日

常用品等都要自己来， 平时上下楼的困

难只有自己知道， 也只能减少出门的次

数。 现在有电梯了，上下楼买东西方便了

不少，既省力又省时。

12 号 7 楼解阿姨 2 岁的孙女拿着门

禁卡拉着她迫不及待地要乘电梯。 解阿

姨老伴的身体不是很好， 以前都是解阿

姨每天抱着孙女下楼玩耍， 尤其一到夏

天，抱着孙女上下楼就是一身汗，现在坐

着电梯上上下下，舒服极了。

如今，小区的居民们真正体会到了加

装电梯“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交付”

的“凌云加速度”，幸福感提升满满。

二十年的梦 今朝开跑

伴着企盼了二十年的“三旧”变“三

新”项目进场，兴荣苑小区 13 台加装电梯

于日前集中开工，实现片区领跑。

开工仪式上，居民代表何老先生以自

己居住在五层楼，上下楼梯不便的实例分

享了加梯的体会，并激动地感慨二十年的

老旧小区今朝借助徐汇区“三旧”变“三

新”项目终于迎来了圆梦的契机。

闵秀居民区、兴荣苑居民区均地处凌

云街道闵朱片区， 片区党委积极贯彻落

实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关于既有多层加

装电梯“签约一批、开工一批、竣工一批、

交付一批”的要求，把推动片区内各小区

加装电梯的力度， 列入片区治理的重要

内容。

今年以来，凌云街道依托片区治理平

台，优化完善治理机制，聚焦区委、区政府

年度重点工作，把“三旧”变“三新”、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美丽楼道创建、违法

建筑整治等重点项目纳入片区治理统筹

推进，通过抓党建引领、条线赋能、责任压

实、携手攻坚、典型宣传等举措，真真切切

做细居民工作、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实际

困难，切实营造重点工作齐头并进的良好

氛围，努力彰显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

际成效。

13 台集中开工

片区治理助推加梯“集体出彩”

�记者 仲颖

高女士近日将一面写有“办利民

之事 怀爱民之心”的锦旗及感谢信送

到了华泾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对工作

人员在办理病故属优待证时尽职尽

责、热情周到的态度表示感谢。

事情要从高女士来到华泾镇退役

军人服务站办理病故属优待证说起。

高女士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她本身

就是退伍军人，已经办理过优待证，但

因其父亲在部队病故，按照规则，她可

以办理病故属的优待证。 高女士心怀

对父亲的思念， 注销了自己的军人优

待证，重新申请病故属优待证。 但由于

年代久远， 证件办理所需证明信息不

全， 且在调取个人档案及相关证明材

料时遇到了困难。

看到自己不能证明父亲的军人身

份，高女士异常焦急。 工作人员则耐心

安抚，想尽办法为她解决难题。 功夫不

负有心人， 工作人员通过与高女士父

亲生前部队反复沟通核实， 终于认定

老人的病故属身份。 高女士在徐汇区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指导和帮助下，

顺利提交证明材料， 成功办理了“三

属”优待证。

日前， 服务站终于收到了高女士

的病故属优待证， 服务站工作人员立

即通知高女士前来领证。在办证期间工

作人员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让高女士

感到十分温暖，她特地送来锦旗及感谢

信表达感谢。 高女士表示，她感受到了

党和政府对军人家属的深情关怀。

据悉，长期以来，华泾镇参照示范

性退役军人服务站创建标准，深入开展

示范性退役军人服务站建设，华泾镇优

待证办理工作也得到了群众的肯定。

2020年，华泾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被评为

“全国示范型退役军人服务站”，2021年

又被评为“上海市百家红色站点”。

解难题 尽职责

他们做好退役军人的服务站

�记者 曹香玉 张涵祎（实习）

在康健街道， 家庭医生是居民最

贴心的人，他们不仅治疗疾病，还主动

帮助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预防

疾病的发生， 用行动诠释“健康守门

人”的责任。

暖心陪同有“医”靠

“王老伯，你有邱医生的电话吗？

我也想找他签约！”“有的，我给你电话，

他老好的！ ”居民们口中的邱医生就是

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兴坊卫

生服务站的家庭医生邱宏亮， 凭借着

一身过硬的技术和一颗赤诚之心，从

事家庭医生工作 10 余年，已签约 1950

余位居民，得到签约居民的普遍认可。

家庭医生签约， 不仅仅是单纯的

服务，更多的是感动与信任。“签约居

民和医生间彼此熟悉、信任后，医患关

系会亲密得多。 ”邱宏亮说，患者不再

是门诊卡上的一个个名字， 也不是健

康档案上的一组组数据， 而是一个个

身边的朋友和长辈。 邱宏亮负责的小

区老年人多， 除了做好家庭病床上门

检查、取就诊卡、爬楼送药等日常医疗

服务工作外，他还常常陪老人聊天，疏

解情绪。 有时候，他一天要接 20 几个

居民的电话，他认为，居民愿意打电话

就是对自己的信任。

健康服务“零距离”

“有个感冒、发热都往大医院挤，

导致医院排长队。 家庭医生制度最重

要的是让大家能够就近看病。 ” 唐老

伯说， 一有问题就往三级医院跑是很

多人的惯性思维， 但其实很多病就近

就能解决。 唐老伯为自己签约家庭医

生后的一年算了笔账。 此前， 他一直

在某三甲医院配药， 三甲医院人多队

伍长，一来一回要两个多小时，签约家

庭医生后，慢病长处方、延伸处方等政

策让以往要去三甲医院开的处方，在

社区医院也能开。 由于“药品零加成”

的实施和医保报销比例的不同， 家庭

医生开药比二、 三级医院更便宜。 此

外，到大医院挂号要 20 多元，到社区

医院挂号不用自己掏钱， 省下的挂号

费、路费也有近千元；同时，二级、三

级医疗机构也是家庭医生的强力队

友， 不仅为转诊提供绿色通道， 还会

定期派专家到社区开展门诊、 查房带

教等， 提高家庭医生甄别疑难杂症的

能力。

贴心服务“不打烊”

家庭医生在居民“身边”守护健康

�记者 吴会雄

在莘莘学子的成长路上， 社区扮演着重

要的教育平台角色。 长桥街道以其全国终身

学习品牌项目“社校联动清和育人”之“走进

上中路教育一条街”， 不断促进教育资源的共

享和整合，将优质教育资源融入每一位学生的

求知之旅。该项目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学习体验机会，还通过强化社区和学校的

互动，为社区学子打开了知识和智慧的大门。

近日， 长桥街道组织了辖区里的中小学

生走进拥有百年校史的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

实验小学和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 开启

一场快乐有趣又充满教育意义的访校之旅，

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无声世界的美妙， 从内心

理解教育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 孩子们参

观了聋哑学生作品陈列室。 从小巧精致的软

陶雕塑到精心细腻的书画作品， 每一件作品

都展现着学生们独特的情感与智慧， 以及对

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力。随后，孩子们观看了一

部生动感人的聋哑学生生活纪录片， 了解聋

哑学生们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和成长历程，每

一个镜头都显示出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对

学习的渴望。 孩子们还学习了简单的手语并

制作手工艺品。

在徐教院附小， 孩子们一路参观了校史

廊，看着墙上的历史照片和文字，听着小学生

讲解员讲述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他们逐渐

了解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历程； 在江南丝竹展

示馆， 他们近距离欣赏了传统丝竹演奏的历

史文献和珍贵音乐记录，以及古琴、古筝、二

胡等传统乐器；孩子们还亲身体验了剪纸、折

纸、中国结和彩塑泥等非遗传统文化活动，从

多个维度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感

受手工艺术的独特之美。

到别人家的学校长见识

社校联动开启无边界的社区学习之旅

�记者 杨宜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