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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聚焦民生实事，扩大民生服务供给

新开工10万平方米旧房成套改造项目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昨天

下午，普陀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七次会议开幕，区长姜冬冬在

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普陀
区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区域经济运行呈现稳步回升、逆势

上扬态势，跑出“加速度”。预计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1134?元，增长1%。

在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情况下，实
现区级财政收入110.63?元，增长

0.51%，其中，实现区级税收收入95

?元，增长5.55%，增幅位列全市中

心城区第一。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
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十

三五”规划实现圆满收官。

主要目标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普陀区的工作总体目标

是———
以推动城区数字化转型、提

升城区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主攻
方向，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为根本动力，坚
持系统观念， 巩固拓展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更好统筹

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重点推

进8方面工作，确保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民生亮点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规划，今

年普陀区将聚焦多项民心工程和

民生实事，持续扩大多领域、多层
次民生服务供给，让人民生活更有

品质、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 实施“蓝线水网·岸线生境”

提升计划， 高质量打造苏州河滨水

公共空间，完成岸线公园一期、二期
工程和长风6A绿地建设，让沿河空

间 “亲起来”“亮起来”“活起来”。新
建绿地15万平方米、绿道6公里。

● 实施就近宜居生活圈 （橙

圈） 计划和老旧小区再提升行动，

加快补齐生活服务设施的短板。统
筹推进“三个美丽”建设。

● 加快推进旧改地块收尾，

新开工10万平方米旧住房成套改

造项目。 整体性、综合性、精品化
进行旧住房综合修缮。 推进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新增
养老床位 500张， 改建认知症障

碍照护床位 100张。 新建 2家社
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2家社区老

年人日间服务中心、4个标准化老
年活动室、10个社区睦邻点和 50

个居（村）委养老顾问点。推动老年

人助餐服务受益范围扩至全区 65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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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既有多
层住房加装电梯是“民心”工程，在
实际操作中常常因为资金分摊不能

达成一致意见而被“搁置”。在总结
16个区加装电梯成功案例基础上，

日前，上海市房管局制定并发布了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不同楼层

业主出资指导区间》，促进居民意愿

统一和达成共识，积极推动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上海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
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

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加装电梯要遵

循“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在实际
操作中，整栋楼中所有住户只要保

证不使用、不受益，都可不参与资金
分摊。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分配受益

与出资往往是导致加装电梯流产的
最大原因。

在总结各区加装电梯成功案例

基础上，上海市房管局制定了第一
份《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不同楼

层业主出资指导区间》（以下简称为
“指导区间”）。这份指导区间根据加

装电梯入户方式、楼型分类指导，1

楼无需出资，2 楼以上业主随着楼
层递增而承担更高比例。比如，平

层入户的 7 层楼型，2 楼出资指导
区间为 4-6%，7 楼出资指导区间

为 28-30%；错层入户的 7 层楼
型，2 楼出资指导区间为 2-4%，7

楼出资指导区间为 30-32%。以一

栋 7层住宅加装价值 70万元的电
梯为例，扣除 40%的政府补贴，业

主需要支付 42万元。如果是平层
入户，2 楼业主出资 1.68-2.52 万

元，7 楼业主出资 11.76 -12.6 万

元；如果是错层入户，2 楼业主出
资 0.84-1.68 万元，7 楼业主出资

12.6-13.44万元。
为让更多居住在多层住宅楼的

“悬空老人”插上电梯的“翅膀”，近
年来上海一手抓试点推进，一手破

瓶颈难点，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加装

电梯的政策制度，基本破除了加装
电梯的政策瓶颈。从加装电梯数据

看，2019年上海全年完成立项 624

台，超过往年总和；截至 2020年底，

全市已有 1703个门洞通过业主意

愿征询，其中已完工运行的电梯有
515台，加装电梯速度明显加快。

未来，上海将鼓励相关物业服
务企业积极参与加装电梯工作，主

动接受业主委托，对电梯交付使用
后的日常运行维护做好日常管理；

积极推广“电梯设备+维保服务”一

体化采购模式，引导业主和使用管
理单位逐步建立电梯全生命周期管

理理念，鼓励业主优先选择终身维
保制，解除后顾之忧。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资金如何分摊
上海发布不同楼层业主出资指导区间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宋宁华）想运动，动辄数
千的健身卡年费不说，有

的健身房还有“落跑”的
风险。今天，记者从金桥

管委会获悉，为了解决运
动健身的“堵点”，金桥

地区已出现多个公益全民

健身空间，市民只需手机
预约，工作日最低每小时

2元，就可以享受到家门
口的“共享健身房”。

记者了解到，要想预
约享受“共享健身房”，

只需“举手之劳”。市民
可以在微信端搜索“荟

预约”小程序，输入个
人信息和预约时间，屏

幕上会自动跳出预约成
功和进场二维码。市民

可选择已纳入碧云文体
中心的指定全民公益健

身机构。健身时段为 10

时到 22时，周一到周五

按照不同时段价格略有不
同，周六日免费。其中

10时到 12时最便宜，每
小时仅需 2 元；12 时到

18 时，每小时 3 元；18

时到 22时，每小时 5元。

市民扫码验证后，便
可轻松进入。整个共享健

身房面积约 540平方米，

有更衣和淋浴空间，项目
基本涵盖传统健身空间项

目，还有专业搏击课程和
4到 8人的小团体课程等

特色服务。来过碧云共享
健身空间的市民表示：“入场非

常简便，自助和便捷化很高；同
时还有丰富的设备、课程，以及

科学的指导和安全的辅

助，大大降低了参与运动
健身的门槛。”

新冠疫情发生后，市

民们对健身的需求更加旺
盛。但健身运动场所较

少，健身运动收费高、健
身运动参与繁琐，获得健

身运动的信息难……这些

都是困扰和阻碍市民参与
到全民健身活动中的问

题。为解决这些难题，碧
云文体中心通过创新的互

联网平台思维模式，做到
投入精准、管理科学、运

营风险小，市民使用安
全、便利、智能、低收

费，为推动金桥全民健身
事业探索和开创了一条全

新路径。
不同于传统健身房，

碧云共享健身空间按次计
时收费。用户自主选择参

与时间，不必一次性支出
一笔高昂的健身费，避免

了预付费模式的潜在风
险，也避免了健身卡闲置

造成浪费、退卡程序复杂
等情况。在金桥地区首期

投入使用的健身空间、公

益足球场及羽毛球场都采
用这种方式。
据悉，目前金桥地区

已落实多个公益全民健身

空间，包括：碧云共享健
身空间 &BP健身搏击俱

乐部、蓝天路 600 号两
块五人制公益足球场、

旗开坊两块羽毛球场。未来，还

将陆续整合更多类型和项目的全
民健身公益运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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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设首个商务楼宇“一网通办”24小时自助服务点

宝地喜添“宝”居民少跑腿

    近日，上海市浦东

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美

团外卖达成共识，外卖

“食安封签”在陆家嘴
商圈试点启用 3.0 版，

即可循环使用封签，保
障消费者“最后一公

里”的食品安全。

据悉，3.0 版“食安
封签”采用物联网 IOT

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结
合而成的智能食品电

子封签，可查询封签时
的地理位置和时间，除

了能减少配送环节可

能出现的餐品污染，也
实现了外卖食品可追

溯新功能。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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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孙云）昨天，

杨浦区宝地广场喜添一“宝”：上海
首个商务楼宇“一网通办”24小时

自助服务点在位于江浦路街道的
宝地广场C座一楼正式启用。在这

个全天不打烊的自助服务点，市民
有高频次办理需求的66项政务服

务都可自助办理。附近上班族和居

民甚至偶尔路过的外卖小哥，都可
以来这里办理居住证刷新、新版社

保卡开通、就医记录册更换等业
务，享受“一网通办”的便利。

这个“一网通办”24小时自助
服务点的创新服务，来源于江浦路

街道办事处与宝地广场运营方的

一次党建联建活动。当时街道介绍
了优化滨江地区营商环境的一些

做法，宝地广场运营方建议在楼宇
内也设置一台“一网通办”自助终

端机，辐射滨江区宝地、北美、荣
广、西门子等商务楼宇内900多家

企业的白领，同时便利来此购物、

用餐的社区居民。江浦路街道乐做
“店小二”，在电信等部门支持下，

一周前利用宝地广场餐饮商铺集
中的C座入口位置设置了一间沿街

且独立的自助服务点，在商场打烊
后，仍能提供24小时自助服务。昨

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午休时间有商

务楼白领前来查询住房公积金等。
江浦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

务中心主任王建萍说，为让居民少
跑腿，自助服务点从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的政务服务事
项中精选了66项高频次服务，如就

医记录册更换、医保个人信息查

询、个人城保缴费情况查询等，为
市民提供 24小时自助服务。此外，

一些可在手机端办理但仍需打印
回执的事项，如劳动手册申领等，

将由服务专员将材料送到服务点
自助文件柜里，让市民就近领取。

民生新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