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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就业群体不仅是城市活

力的重要来源，更是美好生活的

创造者与守护者。漕河泾街道探

索实践“筑巢暖新行动、蓄力赋

能行动、关爱解忧行动、社区畅

通行动、聚新共治行动”五大行

动，着力破解新就业群体存在的

“吃饭休息难、生活保障难、学习

成长难、职业归属难”四项难题，

探索出一条“诉求直通车”和“成

长连心桥”的关爱之路，推动形

成新就业群体与社区“双向奔

赴”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爱“新”出发， 打通骑手配

送“最后一百米”

漕河泾街道坚持党建引领，

用心用情推进骑手友好社区建

设，每月组织召开“小哥有话说”

骑手议事会，通过“一事一议”将

骑手的“吐槽点”转变为社区治

理的“需求点”， 集中破解骑手

“进门难、进楼难、乘梯难、分拣

难、停车难”等共性问题，打通社

区配送“最后一百米”。

通过在人车分流小区公园

道规划设立“小哥临时泊车区”，

配合投放爱心接驳小推车，打造

保障业主安全与便捷小哥进出

的“双兼顾”通道。 在冠生园、田

东佳苑、梓树园、漕河景苑等小

区，通过完善小区导览图、健全

楼栋单元标识、设置快递分拣区

域、配备充换电设施、增设临时

快件存放货架等方式，大大提高

骑手工作效率。在加装电梯的金

牛花苑小区，金牛居民区党总支

积极宣传呼吁居民主动提供“乘

梯临时码”给骑手使用，省去小

哥扛重物爬楼梯的重担。 社区、

物业、站点三方共建共治，连点

成片，营造理解、尊重、关爱、服

务新就业群体的社会环境。

以心换“新”，营造“人人有

爱”友好氛围

漕河泾街道联合工青妇群

团各方力量， 开展送职介服务、

送技能培训、送学历提升、送健

康体检、送法律援助、送亲子活

动等多元服务，为小哥们提供医

疗义诊、法律援助、政策咨询等

服务， 做好小哥常态化关心关

爱，破解新就业群体生活保障难

问题。在党群服务阵地和小哥驿

站摆放红糖、卫生巾、一次性内

裤等女性用品，免费供女骑手使

用， 为辖区内女骑手安排妇女

“两病筛查”，全方位关心关爱女

骑手的身心健康。聚焦新就业群

体子女留守老家的实际困境，开

放社区学校和未成年人实践指

导站，提供街道爱心寒暑托班专

项名额，增强新就业群体对社区

的归属感、融入感和幸福感。

凝“新”聚力，共建友好善治

格局

小哥群体是社会组成的基

本单元之一。 漕河泾街道在为小

哥们送去关爱与温暖的同时，充

分发挥骑手走街串巷、“移动地

图”的优势，引导成立“小哥大爱”

志愿服务队，当好为老服务员、安

全巡查员、协商议事员、文明宣传

员，在日常为民服务中，积极参与

美丽楼道整治、宣传社区信息、摆

放共享单车、 文明行为引导等志

愿服务工作， 实现新就业群体与

社区“双向奔赴”。 发挥顺丰和邮

政小哥包片区的职业特点， 推出

顺丰同城助老送餐服务和邮政结

对关爱社区孤寡老人等固定化项

目，有效延伸基层治理的触角，为

基层治理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将新就业群体从城市的“服

务者”转变为社区的“共建者”，

从基层治理的“旁观者”转化为

“参与者”，据悉，漕河泾街道将

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以共

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发展理念，

为现代化城市治理树立鲜活而

温暖的典范。

�记者 姚丽敏

打通骑手配送“最后一百米”

新就业群体在漕河泾街道找到“家”的温暖

今年，徐汇区全力优化

提升公共空间中的休憩座

椅，将其作为城市景观小品

进行整体设计。通过精心的

设计和布局，休憩座椅不仅

满足了市民的休息需求，

更成为展示徐汇区地域文

化与街区风貌的载体，成

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据区绿化市容局介

绍， 今年共对 391 处公共

座椅进行新建和改造提升

等工作， 近四年来总计完

成 1578 处休憩座椅的优

化提升工作。

近年来，徐汇街头巷尾

“上新”了不少“板凳”，为市

民带来舒适的休憩体验，不

断传递着城市的温度。街头

巷尾的这些座椅不仅造型

多样、材质讲究，更融入了

本地文化与历史。以康健街

道为例，崭新的“康健皮影

椅” 灵感来源于非遗文化

“桂林皮影戏”，夜晚亮起灯

光后，光影摇曳间，艺术气

息弥漫开来，吸引着来往居

民驻足欣赏。座椅在提供休

憩之所的同时，也成为展示

地区文化的窗口。

位于长海坊小区旁的

“Filter� Sitting·流动的小

坐” 是一处社区的艺术装

置。 全长 6.28 米的座椅由

条形座椅和 10 个大红色球

体交织构成， 不仅造型独

特， 更寓意着社区生活的

“十全十美”。 每个“红球”

巧妙地分割出休息“领地”，

象征着社区中的独立家庭，

传递出邻里和睦有序的美

好愿景。 设计师特别注重

居民的体验，将座椅设计成

既美观又实用的雕塑式城

市家具，让居民在日常生活

中随时享受到艺术的熏陶，

增添了街区的人情味。

而在复兴中路 1380 号

门前、黑石公寓对面，新增的

四处休憩座椅是多方合作的

结晶。 区绿化市容局会同区

委统战部、湖南街道以及独

立设计团队和上海交响乐团

进行多轮磋商，最终敲定方

案， 将音乐厅大楼外观与

捷豹音乐厅内部独有的反

声板造型相结合，成为上海

交响乐团门前的一大亮点。

此外，区绿化市容局与

区委统战部及多个设计团

队通力合作，选择在夏衍旧

居等红色历史地标附近设

置主题座椅，进一步弘扬红

色文化。

1578处优化提升，徐汇街头公共座椅火了

�记者 姚丽敏

11 月 15 日下午，“赓

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

量”———“老兵永远跟党走”

之“戎耀申城”老兵宣讲走

进徐汇专场活动在上海师

范大学退役军人学院举行。

由抗日名将彭雪枫创

建于 1938 年的拂晓剧团，

为宣讲活动精心编排了开

场节目《跟着共产党走》和

《祖国不会忘记》，拉开了宣

讲活动的序幕。

“戎耀申城”老兵宣讲

团的 6 名成员，为大家讲述

了邱少云的感人故事，以及

4 段来自不同行业的新时

代退役军人的先进事迹，他

们有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上

海“最美退役军人”、上海才

众餐饮创始人兰云科，上海

“最美退役军人”、徐汇区枫

林街道宛六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孙嵘捷，全国“最美退役军

人”、全国“最美志愿者”、上

海“最美退役军人”“上海阿

爸”张志勇，他们的事迹让

台下的大学生、现役官兵以

及居民群众感受到了退役

军人的老兵精神。

宣讲会当天，全国模范

退役军人、上海“最美退役

军人”、 上海才众餐饮创始

人兰云科也来到了现场，他

表示听到宣讲员讲他的事

迹， 仿佛回到了当年的时

光，一路走来，有坎坷、有收

获， 他自己经历过贫穷，深

知贫穷的不易，所以他将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承担

更多社会责任，把慈善公益

做得更精准、更细致，在就

业、助老、扶幼、助学等方面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赓续红色血脉 汲取奋进力量

“戎耀申城”老兵宣讲活动在徐汇举行

�记者 刘倩朋 苏玲玉（实习）

为更好地关爱职工心理健康，近

日，徐汇区《心·艺术·健康展———云

游艺站》 暨徐汇区总工会职工心理

关爱中心揭幕活动，在徐汇区工人

文化体育中心举行。 现场设置了多

种心理疗愈体验项目， 吸引了众多

白领参与。 徐汇区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总工会主席朱伟红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一个名为“暴击坏情

绪” 的体验项目受到了年轻白领们

的欢迎。 白领小陶戴上拳击手套，

对着沙袋不停地挥出一记记重拳，

心理压力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释

放。“跟着这个拳头，挫折、烦恼全

都一扫而空！ 很舒畅。 ”小陶说道。

本次《心·艺术·健康展———云

游艺站》 活动， 以云为载体打造成

“云游艺站”五个主题展区———“云

之书”“云边诗”“云端香”“云中乐”

“云观画”，引领观众从视觉、嗅觉、

听觉、 触觉等不同的感官去触及内

心深处，看到多面自我，正向看待心理问题。

在“云端香”区域，陈列了多款天然植物香

薰，还标出了各种香薰的功效。 如今，植物香疗

已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治疗手段， 能够有效

帮助人们进行情绪管理和创伤疗愈。“之前不知

道香氛有那么多功效，经过老师的解说，我觉得

这个香氛作用挺大的。比如这个香橙味的，闻了

之后像在田园里一样，很放松。 ”白领小张说。

“这次展览聚焦公众心理健康发展的急切需

求，目的是向广大职工科普，让大家了解什么是

心理问题，如何疏导心理问题。 ”徐汇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任施建华表示，通过艺术的形式，

用在职人群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直观地、有效

地对他们进行相关的科普。

据悉， 徐汇区总工会职工心理关爱中心将

进一步提供专业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心理测评，

聚焦职工当下的心理困境。 同时更专注于解决

当前职工在家庭教育、情绪管理、职场沟通中的

各类心理问题， 提供混合一站式心理服务解决

方案， 助力千万职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自我

心理调节能力。 展览将持续至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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