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一

一版、本版编辑：殷志军 版面设计：陈方征

02

要 闻

5 月 9 日，“徐汇少年志

队风队纪扬”2025 年徐汇区

学校少先队队风队纪风采展

示活动在徐汇实验小学顺利

举行。 全区 72 所中小学校、

900 多个中队、4000 余名少先

队员集结在星星火炬下，从校

级展示走向区级舞台，以饱满

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 诠释

着少先队的光荣传统与时代

精神。

区教育局提供

5月 7 日，2025年“汇讲

坛”迎来第十年首期活动。作

为徐汇创新理论学习宣讲品

牌“理论汇客厅”的载体，“汇

讲坛” 聚焦文旅商体展融合

发展。 本期活动以“沉浸式

Citywalk（城市漫步）+ 全程

直播”形式，带领市民穿行天

平路，探访徐家汇公园、百代

小楼、 新里 137 党群服务中

心等红色地标，解码“馆社联

动”的创新实践，开启了一场

历史与当下的深度对话。

从工业记忆到城市绿

肺，徐家汇公园有着怎样的

前世今生？ 百代小楼展陈焕

新， 有哪些亮点不容错过？

自 2016 年首期开播以来，

“汇讲坛” 从传统讲座演化

为“行走的课堂”。 活动突破

空间限制，首次将直播镜头

对准徐汇的街头巷尾。

此次“汇讲坛”特别邀请

知名主持人秦畅与上海交通

大学教授、媒体人夏磊，带领

观众“云漫步”。 活动来到天

平路，这片 2.68 平方公里的

市级历史文化风貌区， 密布

17 条“永不拓宽”的历史保

护道路、131 处文物保护单

位和 113 处优秀历史建筑，

宋庆龄、聂耳、陶行知等历史

名人曾在此留下足迹， 红色

基因与海派文化在此交融。

徐家汇公园内， 数十米

高的橡胶厂烟囱成为 City-

walk的起点。这座 1930年代

“中国制造”的里程碑，曾诞

生首款国产双钱轮胎。“‘双

钱’ 取自福寿双全的吉祥符

号， 见证了民族工业打破外

资垄断的历程。 ”秦畅说道。

随着城市更新， 烟囱周边蜕

变为“空中绿廊”，市民可漫

步玻璃栈道触摸枝叶， 工业

遗迹与生态景观共生。

百米外的百代小楼，今

年以全新展陈致敬《义勇军

进行曲》 灌制 90 周年。“在

一楼会客厅，我们可以看到

《义勇军进行曲》 的曲谱手

稿……” 工作人员介绍道。

展厅内， 金属母盘“A2395”

作为镇馆之宝， 标记着国歌

的“出生证明”。 在直播互动

环节，聂耳因“六只耳朵”得

名的故事， 让历史人物跃然

眼前， 也引得现场参与者们

热烈讨论。

行至衡山电影院， 陈毅

题字的门头勾起集体记忆。

如今影院正酝酿升级， 与街

角新业态形成呼应。 天平路

上，“悟同咖啡” 院内躺椅惬

意，“新利查” 西餐馆飘出罗

宋汤香味……市井温度与历

史厚度在此交织。

由室外转回室内，City-

walk 的红色旅程来到新里

137 党群服务中心。 这里既

是红色文化展厅， 也是便民

服务综合体。 宋庆龄特展通

过单人床、 英文信展现教育

理想； 社区食堂为高龄老人

提供打折餐； 中心内的晚晴

驿站配备助浴设施；“红蕴书

记工作室” 联动百余家单位

推动党建共治……夏磊感

叹：“转角遇见历史， 推门即

是生活， 这里让市井烟火与

红色基因双向奔赴。 ”

十年间，“汇讲坛” 从传

播理论到激活场景，将文旅

融合的“徐汇实践”转化为

可触摸的体验。 据悉，徐汇

更多 Citywalk 路线将串联起

红色年轮与当代生活，让市

民在漫步中成为城市故事

的续写者。

�记者 张旺 朱昱伟

“理论汇客厅”拓展梧桐树下新场景

“汇讲坛”Citywalk探寻徐汇红色足迹

随着上海市首批有效期

二十年的二代居民身份证陆

续到期， 换领需求激增。 为

切实解决群众“上班没空办、

下班没处办”的难题，5月 12日

至 8 月 20 日，上海市公安局

徐汇分局开设居民身份证办

证“夜间专场”，以暖心服务

为群众排忧解难。

“夜间专场”现场，前来

办理身份证换证业务的市民

络绎不绝。 工作人员耐心引

导，从拍照到信息采集，再到

业务办理， 各个环节都高效

有序。“白天上班没时间，原

本还担心换证会很麻烦，没

想到现在晚上也能办， 真是

太方便了！ ” 刚办理完换证

业务的市民李女士感慨道。

据徐汇公安分局人口管理支队副支队

长毛沁怡介绍，徐汇区近 10 万居民面临换

证需求， 全市更有 200 多万人亟待办理。

为满足市民办证需求， 上海市公安局依据

各综合窗口和派出所办理数据，在全市范

围内推出“夜间专场”服务，且支持全市通

办。考虑到徐汇区办证窗口均设在街镇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经分局与街镇相关部

门沟通协调， 得到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的大力支持，将“夜间专场”时间定为

每周一和周三，办证服务延长至晚上 8∶00。

目前，徐汇区 13 家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全都加入“夜间专场”服务行列，市民

可根据自身需求， 前往就近的公安综合窗

口办理业务。 此次“夜间专场”服务范围广

泛，不仅覆盖本市户籍居民，也为外省市户

籍人员提供便利，涵盖身份证拍照、首次申

领、换领、补领、挂失、领取以及临时居民身

份证申领等全量相关业务。

据悉，徐汇公安将持续关注群众需求，

不断优化服务举措，为市民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 便捷的政务服务。 在此也提醒广大

市民，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前往办理身份证

相关业务，共同营造高效有序的办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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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紧密结合公园城市

发展目标和人民城市发展理念，

全面开展公园城市建设。 近期，

茶陵绿地以全新姿态惊艳亮相，

这片位于斜土路街道茶陵路与

茶陵北路西北角的 3734 平方米

社区绿洲，不仅是周边 30个小区

居民日常社交活动的“共享客

厅”，更是徐汇区建成的第 100座

公园，为全面推进“百园百路百

里河”工程，建成“百园之区”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民需求

老旧绿地的破茧新生

近年来，茶陵绿地因场地老

化、功能单一，已无法满足居民

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 2024 年

12 月， 区绿化市容局启动了对

茶陵绿地的整体提升改造，通过

多次意见征集和方案优化，对每

一块空间精打细算，让市民的多

元需求在茶陵绿地这一“社区客

厅”内碰撞融合。

绿地整体改造围绕居民需

求，在保留居民原有使用习惯的

基础上，通过增设座凳、挂鸟架、

挂衣架、夜景照明等设施，提升

便利性与舒适度。

绿地内原先无健身、儿童游

乐设施，区绿化部门通过多轮问

卷调研和居民意见征询会，了解

到市民对于适老适幼、健身游乐

方面的迫切需求，在维持场地原

有空间结构的基础上消除台阶，

结合地形新增儿童乐园、阳光草

坪， 并扩大廊架区域和健身广

场，健身器械选型均充分征询居

民意见，满足其游憩需求。

生态智慧

城市绿洲的双重价值

绿地改造保留原有生态基

底。通过修剪大乔木优化场地郁

闭度，梳理中层乔灌木提升林下

通透性；在活动密集区打造疏林

草坪， 水杉林下增设木栈道，强

化绿地空间体验；根据广场活动

花园、儿童流苏花园、林下阴生

花园三个区域的不同主题进行

植物配植，实现生态价值与观赏

价值的平衡。

茶陵绿地通过精细化分区

设计， 实现空间高效复合利用，

完善休闲游憩、儿童娱乐、运动

健身功能， 满足居民多元化需

求。后续还将对绿地内原有厕所

进行优化提升， 并增设社区驿

站， 联合街道引入社区服务资

源，为市民提供更多便利，打造

全龄友好型城市绿地典范。

百园之区

徐汇的绿色方法论

徐汇区以公园城市理念为

引领， 结合老旧绿地提升改造、

单位附属绿地打开、“美丽街区”

建设等一体化治理工作，通过开

放共享、无界融合等方式盘活存

量绿地资源，推动公园绿地开放

共享，目前已提前完成“百园之

区”建设目标，实现“300 米见

绿、500 米入园”的美好愿景。

公园绿地改造根据适地条

件、服务半径、生态基底、功能需

求等要素， 为每个公园植入特

色。 例如打造园林文化与当代休

闲游憩并重的牡丹特色文化

公园———漕溪公园；以“林间梦

田·都市生境” 为设计理念的生

境公园———田林公园；全过程践

行人民民主的实践样本———乐

山绿地；“留住所有树，关心每个

人”，实践“双碳”策略———日晖

绿地；将“私家花园”变身为市民

可步入的口袋公园———上音绿

地、吴兴花园；拆违建绿，整合通

行、绿化和休憩空间———漕溪花

园；打造申城首座儿童友好型口

袋公园———乐汇小游园等。

目前徐汇区已对外开放公

园 25个、市级口袋公园 31个、区

级口袋公园 44个。 接下来，区绿

化部门还将持续深化“百园之区”

建设， 排摸适老适幼设施改造点

位，补足功能，并在日常维养和管

理服务中嵌入“公园 +”提升。

（来源：徐汇绿化市容）

徐汇第 100 座公园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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