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陆梓

华）“尽己所能，不计报酬。
扎根西部，服务基层。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昨天，即将

出征的 249名上海市大学
生志愿者（119名西部计

划志愿者、130 名研究生

支教团志愿者）通过网络
直播，在屏幕前集体宣誓。

他们将于 7 月 20 日陆续
启程。

今年的西部计划志愿
者招募派遣工作始于 4月

份，全市 57所高校的 1709

名报名大学生中，通过校

内初试、市级复试、体检筛
查等环节，最终确定 40所

高校的 119名志愿者。
来自复旦大学的柴权

洲是资深的志愿者，曾任
复旦团委青年志愿者工作

部常务副部长，也是第二
届进博会分论坛处的“小

叶子”。他来自云南，即将
回老家支教，他特意买了

一块小黑板，反复练习写
粉笔字，还到视频网站上

看名校老师授课，学习他
们对知识点的总结归纳和

详略分配、对课程整体进
度的分配和把握。他希望，

能把自己的所学服务家乡
建设。

上海商学院财务金融

学院毕业生丹增娜珍从初
高中到大学，参加过学校

组织的慰问敬老院和社区
孤寡老人、图书馆实践等

活动。她说，在上海四年的
学习和社会实践，锻炼了她较强的

组织、协调沟通能力，也养成独立大
胆、乐善好施的品格，“我的父母都

是共产党员，他们从小教育我积极
入党、好好做人。而回故乡艰苦的地

方奉献青春，就是我给父母、家乡、
祖国最好的答卷。”

今年是上海市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开展的第 18 个年头。
自 2003年起，根据全国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管理办公室
的统一部署，团市委、市教委、市财

政局和市人社局联合启动实施西
部计划项目。

截至 2019年度，本市共选派了
2812名优秀应届高校毕业生和在读

研究生前往西藏、新疆、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云南、重庆、贵州等地开展

支教、支医、支农等志愿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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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姚丽萍）截至

去年底，上海中心城区剩余成片二级
旧里以下房屋家庭 9.2万户，一半都

在黄浦区。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获悉，2012 年以来黄浦

旧改征收受益居民逾 5.5万户，去年
历史性突破 1.2万户，今年重点聚焦

金陵路、西藏路、北京路、建国路、老

城厢等五大地区。近年来，黄浦区把
旧区改造作为最大民生，推动旧区改

造加速，破解“二元结构”难题———
● 加强市区联动 通过市区联

合储备平台、地产集团政企合作平台，
重点围绕老城厢，先后启动福佑北块等

五个项目成片征收，近 1.6万户居民生
活条件彻底得到改善。

● 加强系统谋划 注重坚持系
统思维，及时梳理优化旧改时间表、

任务书、路线图，滚动实施“五个一

批”，即准备一批、启动一批、推进一

批、收尾一批、开发一批，科学把握土
地出让节奏。

● 加强毛地处置 全面梳理余
留毛地项目，加强与各开发企业的沟

通督促，研究细化“一地一策”处置方
案，寻求多元化资金平衡方案，推动

企业继续开发，或搭建平台为企业寻

找合作伙伴共同开发。
● 加强党建引领 在宝兴里旧

改中首创“党建联席会议+临时党支
部”的党建工作组织架构，强化共建

共商、资源整合，宝兴里旧改仅用
122 天完成居民 100%签约，172 天

实现居民 100%自主搬迁。
● 加强规范征收 坚持“阳光征

收”理念，狠抓廉洁纪律、锤炼优良作
风，确保征收过程公开透明、补偿标准

前后一致，提高征收工作的公信力。

今年旧区改造聚焦“五大地区”
去年全区旧改征收受益家庭突破1.2万户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姚丽萍）黄
浦区努力打造“购物天堂”，作为其
中重要内容，正在实施的南京路步

行街东拓工程预计今年 9月完工。
“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步

行街，近年来正在作整体改造提
升。南京路步行街西端南京路西

藏路口，2018年世茂完成环境优
化、第一百货完成格局优化，2019

年新世界城完成重要改造，已成

为市民游客休闲购物打卡地，很
多品牌也选择在此尝试快闪体验

活动。南京路步行街东端南京路
河南路口东拓工程，不仅是物理

意义的延伸，也是全路段品质提

升和业态调整升级。

今年上半年，黄浦区引进国
内外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 35

家。前不久，全球最大、规格最高的
华为旗舰店落户南京路步行街，为

游客提供万物互联的全场景、智慧
化公共科技空间，自此华为、苹果、

三星世界三大电子消费巨头汇

聚南京路河南路口同台竞技。同
时，耐克、乐高、丝芙兰等国际知

名品牌都在黄浦设立首店、旗舰
店、体验店；大丸百货引进祖马龙

等 15家知名化妆品品牌，成为上
海化妆品品牌数量最多、品质最

高、销售最强的百货商场。

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工程9月完工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姚丽萍）今

年 1至 5月，金融服务业完成黄浦
区区级税收 30.71 亿元，占比

30.0%。金融服务业已成为黄浦区域
经济发展首要动力支撑，有力支持

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融资。
今年，黄浦区将实施外滩金融

集聚带南延西扩战略，做长、做厚、

做深外滩金融集聚带———
● 积极推动“第二立面”，即非

临江外滩建筑群的功能置换 重点
推进外滩·中央、老市府大楼、国际

医疗中心、外滩源二期、190街坊等
五个权属清晰、开发利用路径明确

的项目，盘活老大楼资源，提升外滩

金融的形象和功能。

● 主动对接自贸区金融改革
加速集聚持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

和金融科技企业，大力支持金融机
构参与金融创新，积极争取相关试

点优先复制、同步实施，结合自身特
点探索推动相关领域的先行先试。

● 探索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生态 以金融文化培育为示
范引领，全面支持高能级金融行业

组织、金融智库发展，推动外滩金融
品牌体系建设，加大平台建设，高水

平办好“Inclusion·外滩大会”和外滩
金融峰会，在更高起点上展示百年

外滩新魅力。

金融服务业成经济发展首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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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5个！ 这是本报昨天夏令
热线开通后，两个半小时接到的市民
来电数，平均下来，一分钟呼入 8个。

电话多， 说明老百姓的烦心事不少，

也说明老百姓的建议和意见不少。

夏令热线创办于 1993 年，今
年已是第 28届， 即将迎来而立之
年。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27年来，

人们的通信与社交方式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在移动互联时代，政府官网
成为标配，微博、微信朋友圈也成了
普通市民点赞吐槽、 反映民生民情
的重要渠道， 就连传统的热线电话
也有了集大成式的“12345”，再加
上“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不断通过

数据归集、碰撞、研判，打破部门壁
垒，整合各方资源，实现城市治理和
市民办事的便捷高效……

此时此刻， 我们为何还要坚守
这样一条热线？

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
为夏令热线， 远不只是一条投诉和求
助热线；这座城市的人民，思考的也不
仅是水电煤卫“自家事”，还有城市发
展“大家事”。夏令热线就像一条纽带，

通过新闻媒体的整合与放大效应，让
这座城市在一次次电话震响后，为各
种治理难题共同思考， 协力破局，解
民生急难愁盼，补城市治理短板。

这一点， 从多年来热线内容的
变迁中可以清晰窥见。 1993年，夏
令热线开通第一年， 当时的上海市
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是什么？是“用

水难”和“用电难”。 “一户打开水龙
头，其他各家都没水！ ”“买了空调，

却装不了‘大火表’，成了摆设！ ”

上世纪末，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这些“老大难”不再难。但
新热点很快又来了， 夜排档生意火
爆，周边居民无法安睡；施工队挑灯
夜战， 打桩令人彻夜难眠……那些
年，噪声污染治理成为头号难题。

后来，申城“有车族”队伍越来
越庞大， 老小区停车难问题日渐凸
显，这个难题与违法搭建、环境脏乱
差等一系列小区物业问题， 一度成
为“烫手山芋”。再后来，在一些新建
小区、老式里弄和城郊接合部，群租
遍地开花， 也令不少小区居民叫苦
不迭， 曾连续多年位居夏令热线来
电排行榜前列。

年复一年， 正是在不断破解这
些难题的过程中， 上海市民对基层
社会治理的认识不断加深。 而一桩
桩个案背后，一部部新规不断出台，

社会共治力度不断加大， 很多难题
与顽症逐渐消解。 不少市民也从单
纯“投诉”，发展到积极“谏言”，每年
夏令热线的平台上， 都会有大量关
于城市治理的建议和意见从四面八
方涌来， 折射出上海市民的文明素
养和参与城市治理的主人翁意识，

其中不少真知灼见， 对社区和城市
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在不断为市民排忧解难的过程
中，上海的市政、水务、房地、绿化、

交通、 市容环卫等各部门各行业的
资源也实现有效整合， 通过部门联
手、市区联动，形成更加合理的体制

机制， 为高效解决民生难题提供了
可能，也让这座城市治理的“绣花功
夫”不断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市民是
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要尊重
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
与权、 监督权”，“坚持协调协同，尽
最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
同向行动”。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
人民。 夏令热线之所以深受市民喜
爱，28年长盛不衰，背后其实就是这
个朴素而辩证的道理。 每年夏天，这
条最火爆的热线都在做这样的事：

处理每一个来电反映的问题，

回应每一位市民提出的建议， 让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在全社
会共同努力下，一步步变为现实。

一条热线 何以坚守28年
潘高峰

新民眼

    本报讯 （特约通讯

员 龙钢 记者 袁玮）“四
新汤团回来了，又能吃上

老底子的汤团了。”住在
长春路的市民丁阿婆正

为四川北路上的四新食苑（又称四

新汤团店）重新开张开心不已。记
者今天在虹口区四川北路多伦路

口附近的四新食苑看到，新开的店
堂里装饰一新，前来吃汤团的顾客

络绎不绝，再现当年的“盛况”。
诞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四新食苑，当年称新芳斋糕团店，

是家老字号企业。在许多老上海人

心中，市中心区域说到吃汤团，自

然会想到四新食苑。但由于种种原
因，近年来四新食苑经营出现困

难。同为老字号的虹口糕团食品厂
则在年糕团、双酿团、定胜糕等产

品上小有名气。经虹口区有关部门
牵线，两家老字号联手打造新店，

将原先四新食苑底楼出租的 150

余平方米门面收回，恢复为堂吃。
重新开张后，老顾客络绎不绝。

记者在店堂里遇到原先居住在海伦

路，后因道路拓宽动迁的老居民谢

阿妹，她告诉记者，自己从小住附
近，一直吃四新食苑的汤团，前段时

间听说关门了，觉得挺可惜，现在重
新开了，特地赶过来怀个旧，“味道

还不错，有点老底子的味道”。
据了解，今年以来虹口区虽然

受到疫情的冲击，但通过一系列刺

激消费的举措，特别是帮助老字号
企业复兴的举措，使得四川北路商

业街上的不少老字号又纷纷老店

新开重振雄风。雷允上药妆店、广

茂香、万寿斋等老字号企业已在四
川北路上扎根，西湖饭店也正在紧

锣密鼓地筹划升级改造，准备重新
开张运营。此次，两家老字号企业

联手打造新店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未来，随着四川北路上的北南两大

大型商业体宝华商业广场的竣工

和已经建成投入营业的星荟中心
的“加盟”，该商业街将会有更多的

老字号企业入驻。

老字号联手“四新汤团”回到四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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