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顾武 记者 江跃中 郭剑
烽）日前，“回首百年奋斗

路 携手共赴新征程”———
上海少年村纪念馆暨雷达

博物馆开馆仪式，在彭浦
镇少年村路 500号“鹤庐”

门前广场举行。

1940年 6月，中国佛
教协会原会长、著名社会

活动家赵朴初，在上海同
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仁人

志士一起，积极从事救助
流浪儿童的工作，创建了

佛教净业流浪儿童教养
院。1946年 7月，净业教养院从常德路

旧址迁到如今的少年村路，改名为上海
少年村。上海少年村先后收容、教育了

3200多名难童、流浪儿，把他们培养成
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其中一部分人后来走

上了革命道路。此外，上海少年村还接纳、
掩护了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革命战士和

爱国学生，转运了大批革命物资。因此，上

海少年村也是红色的革命摇篮。
雷达博物馆位于“鹤庐”二层，通过

图片、文字、模型、影像等翔实的资料，多
维呈现雷达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我国

雷达事业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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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80多岁的李阿婆兴高采烈地来到

家附近的文化馆，径直走到人工预约处，拿着
身份证完成预约后，开心地进入文化馆活动。

“有人工预约太方便了，去年之后都要网上预
约，我又不会用手机，来的次数都少了。”

李阿婆不知道的是，文化场馆之所以恢
复了人工预约，背后是检察官们的努力。今年

年初，虹口检察院在梳理 12345市民热线时

发现，有数十条内容提到许多文化娱乐场馆
必须线上预约，对老年人很不友好。经过调

查，检察官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发了检察
建议，督促整改。

这只是上海政法系统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开展以来，全市政法系统已完成 1496个办
实事项目，形成 979项长效机制。

倾听群众心声解急难愁盼
为民办实事，关键是要了解人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全市各级政法单位坚持开门搞整

顿，全市干警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村居、
进学校、进单位”活动 5.6万余次，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深入群众，全面精准排摸群众实际
困难和需求。

外高桥地区的港城路总长 5.3公里，沿线

分布 13家物流企业，长期聚集大量集卡车
辆，交通堵塞严重，居民出行苦不堪言。市公

安局交警总队组织开展了为期 2个月的港城
路沿线集卡违停集中治理行动后，港城路东

段占道集卡排队时长压缩至 1小时；毗邻居
民区的港城路西段，集卡违停现象基本消失，

外高桥地区交通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为了让决策更加科学合理，真正把好事
办好，各级政法单位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群众代表召开座谈会 2384场，多层次、多
角度听取意见建议。

老公房加装电梯牵涉到不同群体的利
益，推进工作十分复杂。日前，闵行法院由院

领导带队，专程赴水清一村与居委干部、物

业、小区居民座谈，了解加装电梯工作中存在
的难点，并给出专业的法律解答。

徐汇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职能，牵头研
究宛平路肇嘉浜路人行天桥无障碍设施改造

计划时，邀请市人大代表参与听证，共商维护公

益的解决方案。民政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分别
代表各自群体发表了意见。经多媒体展示，跨

领域思想碰撞，形成了较为科学合理的“上下行
自动扶梯+斜挂式升降平台”的改造方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法院系统推出实事项目 288件。检察系统推
出实事项目 276件，梳理汇总成 23项“检察

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公安机关推出实事项
目 506件，形成三大类 22项重点项目。司法

行政系统立足全面依法治市、行政执法、法律
服务等工作推出实事项目 523件。

优质法律服务便民利民
“一听到对方让我把钱转到安全账户，就

知道肯定是骗子。”见到上门劝阻的民警，家

住静安曹家渡地区的白领陈小姐自豪地说，
“之前民警到公司来讲过课，我学会了。”

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静安公安分局

将打击和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列为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针对社区、企业、学校和宾旅馆
等开展“定制式”反诈宣传服务。5月 31日，民

警来到上海多媒体产业化基地，为这里的青
年白领们送上“反诈下午茶”。今年 1月至 5

月，静安公安接报的电信网络诈骗既遂案件
同比下降 13.9%，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发数

量的效果逐步显现。

根据市教育整顿办统一部署，全市政法
机关聚焦群众办事高频事项，纵深推进“放管

服”改革，全面推广“一站式”诉讼服务，深入
开展作风整治，不断扩大受益面，为市民提供

更优质的公共法律服务。
近日，一位留学生将电话打到了东方公

证处。原来，他急需做一份中文的学历公证，
但却因疫情滞留国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

拨通了电话，询问是否能在线上办理。公证员
立刻通过远程视频连线，详细告知线上公证

需要的材料和程序，很快就办好了学历公证。
除了线上公证，市司法行政系统还推出

了非诉讼争议调解中心下沉、“家门口”公共
法律服务门口办、预约办，仲裁立案最多跑一

次等项目举措，新增公证办理 97个“最多跑
一次”和 29个“一次都不跑”项目，大幅度提

高政法公共服务满意度。

制度保障消除顽瘴痼疾
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时，

本市政法系统注意建章立制，紧紧扭住执法

司法突出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把好的做
法上升为制度固定下来，努力实现办好一件

实事，消除一个顽瘴痼疾。

上海高院发现，2018年 4月至 2021年 5

月，全市法院胜诉“胜诉退费”天数为 61天，

按照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 15日内退还胜诉
方诉讼费的有关规定，“胜诉退费”超时 46

天，拖延现象比较突出。6月 1日起，上海法院
全面彻查“胜诉退费难”问题，并将通过为期

一个月的“穿透式”整改，全力解决这一群众

反映突出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目前，上海法
院已完成“胜诉退费”信息技术更新升级，在

审判系统中嵌入“胜诉退费”功能。
“为完善退费规程，形成长效机制，我们

还将尽快出台上海法院‘胜诉退费’的操作规
程和实施细则，加强今后的日常管理和监

督。”市高院相关负责人说。
市检察院则针对“有罪不究”等顽瘴痼

疾，制定《办理不捕、捕后变更、不诉案件廉政
风险防控工作指引》，最大限度压缩司法掮客

滋生空间。市公安局着手解决有案不立、压案
不查、有罪不究问题，进一步提升执法规范化

和警务实战效能。司法行政系统建立长效机
制 294项，市司法局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组织

相关部门共同实施老年人特殊司法保护、殡
葬领域违法活动整治等办实事活动。

据悉，市政法系统将进一步推动教育整
顿与党史学习教育有机结合，统筹指导各地

区、各系统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将已部署实施的办实事项目做深做细，推动

各类未完成的办实事项目落地落实，进一步
挖掘、实施一批长期性、普适性利民举措。

王闲乐

上海政法系统完成 1496个办实事项目，形成 979项长效机制

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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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理发师”唱响服务城市“四季歌”———

“飞”上枝头为行道树“美容”
我为百姓办实事

人民城市人民建

扫码看视频

盛夏将至，申城约 130万株行道树，
又将为市民送上片片绿荫。就像人需要理
发，行道树也需要“剪头”和“保养”，这样才
能保持优美的树形，预防病虫害发生，提高
抗台风能力，满足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

上周，正值行道树夏季剥芽的尾声。
记者跟随“上海工匠”杨飞飞带领的“业内
尖兵”普陀区园林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行道树养护队走上街头，了解“城市理发
师”们服务城市的日常。

一曲“四季歌”周而复始
拉起警示带，系上保险带，拿上手锯，杨飞

飞几下就爬上了两层楼高的行道树，双脚踩着

脚踏枝，修剪起直立枝、内向枝等多余枝条。高
空中，上树工闪转腾挪、身轻如燕，不一会儿就

汗湿了衣衫。随着“手起锯落”，带着绿叶的枝
条不断坠落。地面工一边维护着交通秩序，一

边快速收集枝条粉碎，几乎没有扬尘产生。
夏季剥芽，只是上树工们“四季歌”中的一

个乐章。每年 12月底至次年 2月底，养护队要
对悬铃木进行冬修，3月补种落叶树，4月补种

常绿树。“五一”后，开始对悬铃木剥芽使其通
风透光，7、8、9三个月则开展树木防台防汛及

人工捉天牛的工作，“十一”后开始修剪除悬铃

木外的其他树种。贯穿全年的，还有树木养护
等工作。“一年中最冷和最热的季节，我们都在

树上。”杨飞飞说。
这支拥有 25名上树工的养护队，要负责

全区 10个街镇、193条道路、近 5万棵行道树
的修剪养护。40个品种的行道树中，悬铃木约

有 3万棵，每年每棵要上树 4次，如有空洞等
特殊情况还要增加次数。其余树种近 2万棵，

每年每棵要上树 2次。“一般来说，冬修季节一

人一天要修小树 35棵、中树 17棵、大树 8棵。

遇上花溪路那种胸径 40厘米的特大树，一天
只能修 4棵。”杨飞飞说。

“上海工匠”的传承创新
难度高、风险大，导致上树工成为绿化行

业中的一个特殊工种，从入行到拿到上岗证，

实习期就达半年以上。从战战兢兢到如履平
地，几乎每位“蜘蛛侠”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

的伤，杨飞飞也不例外。
2004年杨飞飞进入公司，凭着一股不服

输的劲儿，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在业内，普陀

区行道树养护队历来是一支“尖兵”，蝉联多年
市绿化市容局“白玉兰”杯考核冠军，享有“全

国行道树看上海，上海行道树看普陀”的美誉。
跟着师傅们，杨飞飞学习、传承着“三股六叉十

二枝”的传统“杯状型”修剪手法，又探索创新
“结合型”修剪手法，还参与研究便携式树枝粉

碎设备改良，为行业发展带来新探索。
2017年，杨飞飞被评为“上海工匠”。2018

年，他带领普陀区行道树养护队获评全国“工
人先锋号”。别看队伍的平均年龄只有 25岁左

右，但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也诞生了多位一
线骨干。

为民分忧需精益求精
这些年，养护队为市民解决过不少难题，

大树遮光了，果毛飞舞了，路牌被挡了……每

一单诉求，他们都努力去解决，寻找市容市貌、
生态环境与城市宜居间的平衡。

前不久，普陀区绿化市容平台接到 12345

转来的一单诉求。一位残障人士反映称，江宁

路桥（上海造币厂旁边）的人行道很狭窄，路面

还有行道树，电动轮椅车无法通行，希望管理
部门协调解决。

接到诉求，杨飞飞立即与同事去实地查
看，发现人行道最窄处仅容 1人勉强通过，体

积较大的轮椅车只能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再仔
细看，原来几棵行道树的根部有一些树瘤，虽

然是树木正常的生长形态，但客观上确实妨碍
了轮椅车的通行。经区市政部门核实，路面已
无拓宽可能。养护队对两棵

树木进行了“手术”，剔除树

瘤，并在伤口处涂抹修复
剂。求助者再次来到现场，

驾驶轮椅车顺利通过后，露
出了满意的笑容。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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