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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向往住在绿树成荫、景色

宜人的小区。可是，一些开发商为
了“图快”，往往选择一些长得快、

成活率高的树种。问题也接踵而
来：并非所有的植物，都适合在小

区里生长。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近年来，宝山区政协委员、宝山

区教育学院心理教研员蔡素文走访
大量居民小区。她笑言，自己撰写人

民建议的初心，就暗藏在她的名字
里：素心一颗，文以达情。

有次，蔡素文去朋友家做客。细

心的她发现，该小区内围墙与住房

一?间宽的地方种植着一种名叫意
杨的树种。意杨生长快速，不到两三

年就可以长到五六?高，用不了几
年，就能长到十多?。朋友表示，房

屋一侧的意杨已对生活造成影响。
物业与绿化部门一同来修枝，却因

为树木高大粗壮，无法操作。树木不

仅会对围墙和房屋造成影响，万一
枝桠断落，更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在另一小区又有居民反映，离
她家后窗不到 1?处，种有夹竹桃，

长势旺盛快要挨着

她家的窗户。夹竹

桃有毒，开花之际只

能紧闭窗户，防止花

粉传入室内。

蔡素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落

实在了她写的“人民建议”里。她让
调研成为了反映人民建议的依据，

表达出了群众真正的需求。
一是选择本土植物：根据上海

气候条件，选择适宜树木，类似白玉

兰、桂花树等本地树种。

二是考虑生长习性：小区绿

化树种必须无毒无害，可选择树

形优美、易于管理的药用、保

健、香味植物。

三是适当合理布局：对不同

树木与住宅间距要科学考量：高

大乔木距离建筑不能太近，且距离

建筑较近处不宜种植高大浓荫、根系

发达的常绿树，避免对建筑造成影响。
蔡素文希望相关部门在新建小

区绿化布局中，用科学的绿化种植
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她表示，自

己也将继续潜心践行、慧心前行，
把自己的所学化为更多惠民利民的

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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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

从部队转业后，艾进新 11 年

来奋战在基层一线。作为宝山区

信访办副主任，艾进新认为提好
人民建议，就应该“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将分散的意见集中
起来、系统起来，最终落实为开启

城市治理的“金钥匙”。
随着居住证赋权功能的日益凸

显，来沪人员所持居住证件的有效
期作为在沪居住年限的证明，越来

越成为能否享受本市公共服务的关

键。根据有关规定，居住证每年签注
1次。在日常工作中，艾进新发现，由

于对相关规定不够了解或疏忽，常
有居住证持有人没能及时办理签注

手续，导致中断在沪居住年限计算，
影响其子女就学和公租房租赁等。

于是，他主动联系相关职能部门了

解情况，把建议征集作为创新社会
治理的有效手段，不断梳理完善解

决问题的对策。

一是加强宣传。

通过各类媒体加强对

居住证签注和有效期限

相关政策的宣传，提醒持

证人员提前 1个月换证，防止证件超

期耽误使用。
二是点对点提醒。将人口服务

和管理信息系统与居住证信息系
统的数据实行对接共享，针对已过

期但仍在签注有效期限内（即

60 天“复活期”）的证件，通过

其手机?自动将到期签注短

信点对点发送给持证人，实

现全自动、一站式服务功能。

三是专人上门核对提醒。

将“复活期”内的来沪人员信息，

通过后台系统推送“工作任务”至社

区综合协管员的移动采集终端上，

让每个协管队员上门核对提醒。
艾进新说，社情民意蕴藏真知

灼见，要当好群众身边的“倾听者”，
才能做好一名“建议人”。

    最近，宝山区庙行镇共康公寓 55?楼

居民终于盼来了梦寐以求的“加装电梯”，
更多“悬空老人”将告别“下楼难”。“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新增 100台、完工 100台”
再度被列为 2021年宝山区政府十大实事

项目。截至一季度，已启动征询 310台，新
增 30台，完工 11台。而在 2020年，宝山新

增电梯 108台，完工 100台，实现了“新增

100台、完工 100台”的目标。现在宝山区已
成为上海首个实现街镇加梯全覆盖的区。

惠民工程要办成办好，就要知民意听
民声。宝山区问计于民、问策于民，积极破

解“三个难”———
一是破解加梯意愿统一难。构建“党建

引领、居民自治、多方协同”的推动模式，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搭建民主协商平

台，委托第三方公益组织开展《宝山加梯互

惠共治服务项目》，复制推广成功经验。
二是破解加梯建设难。建立加装电梯

“一门式”受理，完善体制机制，让“信息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减少审批流程。同时，

探索按揭筹资模式，引入电梯代建公司，
推出“安装免费、有偿使用”和“全额垫资、

按揭付款”，减轻居民一次性出资压力。
三是破解加梯管理难。让每一台电梯

在全生命周期内都有保障，在居民自治公
约保障电梯安全使用基础上，与保险公司

洽谈保险方案，电梯承建单位购买“安全
工程一切险”，业委会或物业公司购买“特

种设备安全责任保险”，为维修提供保障。

同时，作为全市先行试点规模化加装
电梯的五个区之一，宝山区将在友谊路街

道宝山九村南块、大场康华苑启动规模化
试点小区建设基础上，争取实现“一街镇

一特色小区”，通过推动精细化管理，对可
加装电梯的小区要求整体设计，规模化推

进，明确加装电梯产权变更责任，积极探

索房产注记模式，试点和推广加装电梯物
业托管模式，使加装电梯在免费维保期

后，能够纳入统一管理。 本报记者 夏韵

    社区治理中，电瓶车充电乱象一直

是让管理者很头疼的事。居民区因电瓶
车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频频发生。宝山

区高境镇广泛征集民意民智后，发现充
电装置不够、使用率不高，是造成问题的

主要症结之一。
对此，高境镇全面引入集中式充电

棚、楼前“蘑菇头”充电柱及“蜂巢”式充

电柜等，采用“见缝插针”的模式，因地制
宜增设电瓶车充电设施。居民充电价格

统一为充满电 4小时 1元，充满后会自
动断电。据介绍，目前高境镇域 64个小

区共安装增补电瓶车充电点位 8906个，
有效缓解充电难。同时，高境镇投入专

项费用，引入“智能梯控”电瓶车报警管

控系统，从源头上消除因
电瓶车违规上楼停放、充

电等消防安全隐患。

为巩固“梯控”治理成效，鼓励居民前

往集中充电点充电，高境镇推出电瓶车充
电补贴方案，针对充电设备使用率过低的

小区以及设备，依次实行免费充电、半付
费充电、优惠充电等。具体而言，使用率低

的设备，就增加补贴；使用率高的设备，就
减少补贴。实施精准补贴和精细化管理，

引导居民养成规范充电习惯。

高境镇与上海农商银行达成初步意
向，普惠金融扶持非机动车充电设施建

设。同时，将镇域内隶属不同公司和管理
平台的公共充电设施纳入一个平台管理，

实现政府对公共充电设施的精准管理。记
者在高境镇城运中心看到，只要点击车棚

监控端，可看到设备和场所总数，以及当
日报警、故障、事件、隐患等。下一步，还将

实现对公共充电设备的可视化和更加智

能化的管理。 本报记者 陆常青

“小电驴”充电怎么管？
增设点位加装智能监控

蔡素文 素心一颗文以达情

 艾进新 社情民意蕴藏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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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人民城市”的发展理念，

大力推进嘉定、青浦、松江、奉贤、

南汇五个新城建设，是上海“十四

五”期间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发展战略。 五个

新城将按照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
定位，坚持高质量发展，聚焦产业、交

通、公共服务、环境品质等关键领域

赋能，将新城建设成为引领高品质生

活的未来之城，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
增长极，推进人民城市建设的创新实

践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区和上

海服务辐射长三角的战略支撑点。

市新城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市人民建议征集办、新民晚报社将
共同就五个新城规划建设开展建议征

集。对于五个新城的规划建设实施，您
有什么好建议？ 您对未来新城有什么
向往？ 欢迎大家踊跃提出。

五个新城规划建设大家谈

近年来，宝山区区委、区政府注重从人民建议中了解群众所思所想，从老百姓实际需求出发强
化民心工程针对性，以改革创新精神破解民生难题———

“新增 100台”背后：
破解老房加梯三大难题

全民征集

幕
后
故
事

■ 高境镇城运中心车棚监控端

■ 正在建设中的加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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