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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徐汇区档案馆兼具集中保

管和开发利用全区档案信息资

源、 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

海市中小学档案教育社会实践

基地的多重功能，是徐汇区的重

要文化地标之一。随着位于斜土

路 2431 号的新馆正式落成，徐

汇区档案馆的档案存储空间和

公共服务水平再次提升，这也标

志着徐汇区档案方志事业迈上

了新台阶。

7 月 2 日上午，“奋进新征

程 筑梦汇兰台” 徐汇区档案馆

新馆启用仪式在斜土路 2431 号

新址举行。徐汇区委书记曹立强，

上海市档案局局长、 档案馆馆

长徐未晚， 徐汇区委副书记、代

理区长王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

室副主任姜复生，共同为新馆揭

牌。 徐汇区委副书记沈权致辞。

沈权在致辞中指出，档案馆

新馆投入使用，标志着徐汇档案

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迈向新高度，

对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徐汇区将以新

馆启用为契机，努力推动全区档

案事业实现新突破、 取得新成

效， 要打造公共文化新地标，讲

好新时代徐汇故事，塑造读档学

史、 互动开放的文化体验新空

间； 要树立便民服务新标杆，倾

力打造市民满意的服务窗口，延

伸服务触角，建好市民休憩阅读

的服务站；要建设档案资源新宝

库， 坚持量质并举拓面升级，抓

好档案资源优化提升。

徐汇区档案馆新馆选址于

大徐家汇功能区， 建筑面积

5682 平方米， 首层为公共服务

大厅，二、四层为“徐汇记忆”展

厅，三、五层为档案库房区域。据

悉，全面升级的智能查档服务系

统，融合了基本检索、逐层检索

等多组合方式，能够实现数据秒

级返回，将为市民带来更优体验

感。徐汇区档案馆将持续聚焦民

生服务、公共文化、核心库房“三

大功能”，积极延伸服务触角，打

造“三位一体”融合开放新空间。

各区档案局馆长，区内相关

部门负责人等 60 余人出席新馆

启用仪式。

便民小贴士

1.查档接待：周一至周五

8∶30—16∶30（国定节假日除外）；

周六、日及法定节假日 8∶30—11∶30

� � � � 联 系 电 话 ：34768955、

34768956

� � � � 2.政府信息公开接待：周一

至周五 8∶30—11∶00、13∶30—16∶30

（国定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34768955

新文化地标亮相 延伸服务触角

徐汇区档案馆新馆正式启用

“我现在月收入稳定在

1 万元左右，经济状况有了明

显改善。 ”在上海市装饰装修

公司务工的装修工人李春帅

介绍了如今的生活，他是今年

从云南省屏边县前往上海众

多务工人员中的一员。

自 1996 年徐汇区与云南

省屏边县开展交流对接，沪滇

两地立足“上海真情帮、云南

努力干”，不断完善协作机制，

深化协作内涵， 用好协作资

源， 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沪滇协作也逐步从“单向帮

扶”到“互利共赢”转变。 2024

年， 沪滇协作再添新篇章，徐

汇区与屏边县联手推出一系

列职业技能培训、稳岗就业举

措，以及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

等项目，旨在打通就业的最后

一公里。

徐汇区人社局扮演着“娘

家人”的角色，主动关心、帮扶

像李春帅这样前来务工的人

员， 提供包机包车返岗服务，

直接从“家门口”送到“厂门

口”。 正是这份温暖，让在上海

生活的李春帅也有了盼头。

自开展就业帮扶工作至

今， 屏边县转移到上海务工

321 人，其中脱贫人口 223 人。

徐汇区在东西部协作招聘会

方面给予了屏边县大力支持，

使招聘会的规模、频次得到提

升，2024 年共开展沪滇劳务协

作专项招聘 7 场次。

要想实现就业稳、 收入

增，最好的途径是提升就业技

能水平，促进以技就业。 据徐

汇援滇干部、 屏边县委常委、

副县长蔡吉介绍，在技能培训

方面， 徐汇区通过项目资金、

上海企业优势帮助屏边县实

施“培育特技人才、培养适配

人才、 培训农村电商人才”等

人才培育行动，通过精准化的

“订单式”“定向式”“定岗式”

培训，不断推动农村劳动力由

“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促

进劳动力以技就业， 就业增

收。 2024 年以来，在徐汇区的

关心帮助下，屏边县组织脱贫

劳动力 500 余人次参加就业

技能、种植养殖实用技术等技

能培训，切实提升脱贫劳动力

的技能水平，增强他们的就业

能力。

屏边县公共就业和人才

服务中心主任秦艳艳表示：

“如今， 在徐汇区人社局真情

用心帮扶下，采取‘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式，全力推动劳务

协作， 引导群众勤劳致富，改

善群众生活理念， 外出务工

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 生活

水平有了明显改善， 为屏边

县乡村振兴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

据了解，徐汇区与屏边县

将继续深化合作，拓宽岗位信

息渠道，创新招聘方式，加大

劳务协作力度，建立“定向招

聘、定向培训、定向输出、定向

服务”的劳务输出模式，力争

年内新增屏边籍上海务工人

员超过 30 人， 共同书写沪滇

协作的辉煌篇章，让跨越山海

的情谊更加坚固。

跨越山海 协作促就业

徐汇携手屏边共筑就业帮扶新篇章

�记者 曹香玉 通讯员 黎明瑶

这是乘着神舟飞船， 经过宇宙

遨游后的“太空育种套装”？是的，你

没听错！日前，湖南街道的小朋友收

到了这份特殊的礼物。 作为区内首

个社区实验屋———湖南街道“小小

科学家社区实验屋”同期揭牌，将科

普资源下沉至社区， 打造集科学普

及、思政育人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收到太空种子后，一场“太空育

种 绿色生活”课程开讲，园艺种植

专家陈继民分别从浸种、 装盆、播

种、 育苗等步骤向孩子们现场演示

培育太空种子的过程。“让青少年种

植太空种子， 不仅可以让大家体验

植物的生长过程， 还能激发孩子们

对航天科技的兴趣和探索。”上海科

技发展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航

天科技与绿色生活紧密结合， 更能

引导公众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

作为区内首个社区实验屋，湖

南街道小小科学家社区实验屋的设

立， 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近距

离接触科学、 体验航天科技魅力的

平台， 更致力于引导未成年人学习

传承中国航天精神， 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树立“强国有我”的信念。

“这是科普教育与社区生活深

度融合的一次探索。”湖南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 湖南街道将继续深化

科普概念，结合低碳环保理念，引领

社区居民营造绿色宜居的社区环

境，让科普之花在社区中绽放。

此次“航天科普扮靓社区生活”

主题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协会、上海

科技发展基金会指导，市科普事业

中心、市宇航学会联合主办，市农

业科学院、湖南路街道办事处共同

承办。

来自太空的礼物

首个社区实验屋揭牌

�记者 奚亮 张旺

（上接第 1 版）

发展为民 发展靠民

要把服务人民、造福人民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贯穿“四个人人”的理念，把好

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城市

更新领域要牢记旧改为民、旧

改靠民，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

作；精细化管理领域要积极争

取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以参与

度提升满意度。

源头治理 系统施策

要深入把握工作的底层

逻辑， 从源头上化解风险，系

统性解决难题。 基层治理要把

片区做实，完善“以房管人”机

制，做实“四百”大走访，努力

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开口之前、

媒体曝光之前。 生态治理要严

格抓好整改，对照中央、市环

保督察反馈意见，有力有效整

改到位。安全治理要推动关口

前移，主动发现隐患、解决问

题，抓好长效常态管理。 防汛

防台和高温应对工作要密切

关注天气变化， 聚焦重点区

域、重点人群，提前做好预案，

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确保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王华指出， 今年以来，我

区经济发展有亮点，招商引资

有成效， 城市更新有突破，各

项工作稳步推进。 三季度是抢

抓进度、 大干快上的窗口期，

全区上下要增强责任感和紧

迫感， 着重推进五方面工作：

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稳增长。 紧

盯核心指标， 激发消费潜力，

加大改革开放， 狠抓招商引

资，全力以赴冲刺年初确定的

5.5%左右的增长目标。完善生

态做强科创策源功能。 坚定不

移落实大模型和区块链两项

国家战略，抓好高质量孵化器

建设，引育并举，加快项目落

地。 提速提质加快五大功能区

建设。 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

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面盘整

低效用地、可开发地块、可更

新载体，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

供重要保障。 攻坚克难推进民

生治理项目。 全力攻坚“三旧”

变“三新”，抓好就业、养老等

基础民生保障，做实片区治理

机制，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 守牢底线提高精细化管理

水平。 树牢系统思维、底线思

维，严格落实生态环保督察整

改， 打造精细化管理标杆，常

态长效推进安全治理。

会上，俞林伟、习挺松、吴

捷、 邓大伟和 10 家单位分别

作交流发言。

（来源：区委办、区府办）

�记者 沈艺飞 刘坤 陈文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