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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快要“一键直达”了！这

些天，一车车的电梯轿厢装在卡车

里，停在田林十三村门口，居民们

都跑出家门来“围观”：我们终于要

跑进“电梯新时代”了！徐汇区田

林街道加梯办负责人张道庆在一

旁笑说：街道去年签约了51台新

装电梯，开工了35台，将有31台竣

工！之所以老房加梯能“走量”，靠

的是社区一群加梯“达人”的智慧

“走心”！

田林街道是个大型居住小区，

大多数房子都超过了20年房龄，居

民中老年人比例也超过了30%。为

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理念落地见效，田林街道去年

成立加梯工作小组，启动老房加梯

工作。

街道梳理了区域内941个门

栋，发现可加装电梯数是456个。

加装电梯本质上是居民自治的过

程，田林街道以党建引领、政府推

进、各方参与的举措，搭建居民自治

平台。加梯“达人”们毛遂自荐，用

智慧巧解各种难题，推动了加梯“多

点开花”。

王清源指着白板上粘贴的3张

表格说：“你看，所有楼房的签约情

况都在这里，不过现在我们已了然

于胸。”在这份“田林街道田林十三

村居民区加装电梯居民意向汇总

表”中，汇总了37个单元的居民加

梯意向，表格用彩色笔分类标出：绿

色的已经同意，红色的不同意，橙色

尚在摇摆中……现在25个单元签

了合同，已经开工的15台最快今年

春节前后可以竣工使用。王清源是

田林十三村业委会主任，也是热心

公益的退休党员志愿者，更是这次

加梯中的“达人”。须发皆白的老王

很实在：想法很简单啊，就是为社区

做点事，再说年纪大了多动动也有

益身体健康！

与通常先咨询居民意见的顺序

不同，王清源的工作是“倒过来”做

的。他与居委会、居民志愿者先一

家家找电梯公司，一次次洽谈、比

价、分析，最终选择了一家公司，把

价格压到75万元。“为啥这样？加

梯工作要巧用智慧，先了解各家电

梯性能，把价格谈下来，这样跟居民

接触心里就有底了，毕竟价格是最

敏感的因素。”电梯品牌定好了，居

民们的问题也来了：加装电梯会不

会影响我家的采光和通风？会不会

有很大噪音？特别是住在1楼的居

民，对这类问题异常敏感。王清源

召集部分居民到杭州，实地考察电

梯厂家和成功加装电梯的案例。在

了解了电梯的运行原理、构造，特别

是现场乘坐了电梯后，居民的疑虑

便都烟消云散。

加梯过程中意愿征询是最“磨

人”的。王清源举了一户住在4楼、

30多岁小夫妻的例子，夫妇俩有个

4岁的女儿，他们觉得自己还年轻，

不想装电梯。加梯小组上门了几

次，怎么也说不通。老王出马，巧用

“攻心战”：“今后电梯装好了，你家

女儿要是问，‘爸爸妈妈，为何我们

家不能乘电梯？’你怎么回答呢？这

种心理落差会不会给她留下阴影？”

王清源一番话说得男主人一下语

塞。第二天一早，他找到老王，“跟

老婆商量了，我们同意装！”

在田林社区，一台台电梯向上

攀升，在打下的“地基”里有社区加

梯“达人”的一半功劳。他们星星点

点散落在社区的各个楼栋里，在琐

碎难缠的加梯工作中，一遍遍向居

民解释，一次次上门宣讲，没有豪言

壮语，只有和风细雨和巧妙智谋。

他们有的擅长“感情牌”，想方设法

为居民解决难题，有的是“技术控”，

解读加梯技术难题，也有的兢兢业

业为居民管好加梯“钱袋子”......他

们构筑了加梯的“智慧群”。

居民对加梯，愿意出资的原因

只有一个，不愿意的原因却有千万

种。如何“破冰”？田林十二村的

“达人”宋利祥的“秘籍”在于：打好

“感情牌”，提升加梯“支持度”。宋

利祥是42号加梯三人小组成员，他

开玩笑说，田林十二村是有名的智

慧社区，我们加梯工作当然也要“智

谋巧取”。

底楼居民缺少“获得感”？老宋

就告诉对方：街道推出惠民政策，为

作出牺牲的一楼二楼美化公共空

间。“雪白的墙壁、干净的地面、新换

窗户，美化后的底楼环境可以‘秒

杀’很多商品房。再说加梯后居民

都乘电梯上下楼，不再经过底楼

了。”老宋的“智慧大脑”总能在“三

人小组”中燃出火花。他的体会是

调研要做得细，每户居民的经济状

况、家庭结构、心理状态等等，都要

心中有底。

有户居民听说要出3万多元，

坚决不同意。宋利祥就“主攻”态度

有些摇摆的女主人，告诉她加梯不

仅有政府补贴，还可使用公积金。

“那一瞬，她的眼睛一亮，忙不迭问，

真的吗？我就知道这回有戏了。”果

然，没多久，男主人主动找上门来，

签下了字。

42号有位老人身患重病，宋利

祥每次看到她出门买菜，都要帮忙

把菜拎到楼上，放到老人的家门

口。一次在攀谈中他得知老人的经

济状况窘迫，又来回奔波帮她申请

了补贴。老人感动了：“虽然我没

钱，但我可以让女儿帮我出。”

田林十二村第一批的4台电梯

前些天开工了，居民们喜不自胜：邻

居之间“隔门不隔心”，加梯让我们

的关系更紧密了，加梯楼变成了“同

心楼”。“借用《天路》的歌词，从此楼

不再高梯不再难爬，阳光洒进我们

每个人的心！” 本报记者 袁玮

征询多“走心”装梯多“走量”
田林社区有一群加梯“达人”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最近，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的街头巷尾

等地方，出现了诸多通体红色的立

式人民建议征集邮筒，方便居民可

以像寄递信件一样，随手就可以投

递“金点子”。

记者昨天在高线公园百禧公

园门口看到，设置在这里的人民建

议征集邮筒采用中国红涂装，外形

近似于家喻户晓的绿色邮筒，全名

为“人民建议征集邮筒”，旨在丰富

人民建议征集的网络渠道。不时

有好奇的居民拿出手机，扫一扫邮

筒身上的二维码一探究竟。

街道在征集邮筒摆放位置选

址时，除了像党群服务中心入口处

这样日常客流量比较大的办事机

构外，还优先选择在辖区人流量较

大的网红景点摆放，也正是希望提

高大众对人民建议征集的知晓度

和参与度。兰岭园居民孙启仲在

百禧公园散步时，就被红色邮筒所

吸引，一来觉得邮筒的造型很有亲

切感，另一方面觉得这一形式非常

方便，“会用手机的可以直接扫码

线上填写，老年人如果不会用手

机，还可以像寄信一样就近投递，

这说明政府是实实在在希望听到

大家的声音。”

据介绍，人民建议征集邮筒拥

有“四个统一”，即：统一外观形象，

使用以“中国红”为底色、具有上海

人民建议征集logo的圆柱形立式邮

筒；统一功能要素，配备纸质人民

建议征集单，公开建议征集网络渠

道、电话渠道；统一管理清单，配备

邮筒投递须知、邮筒管理工作指

引；统一征集网络，邮筒接收的纸

质建议一律纳入人民建议征集办

理机制，邮筒二维码一律链接“随

申办”市、区人民建议征集信箱矩

阵。使用“随身办”扫描二维码，

App会跳转出线上入口，点选所在

区后，便可以直接向市或区人民建

议征集办公室递交好建议。

来自居民对进一步做好社区

治理的建议，也经常投进人民建议

征集邮筒中，截至目前，已收到17

条，有8条被录用，其中“建议建立

大型公共停车设施及优化住宅小

区综合改造实施路径”，“建议建设

宜购社区，引进一定的品牌店、网

红店、老字号”，“在曹杨九村附近

建设一处社区食堂以便周边居民

就餐”，“建议多增加几个一键叫车

的点位”这4条建议，还被报送市级

优秀意见。

对征集邮筒的日常管理和建

议办理方面，街道落实了专门的

人员，每个工作日查收邮筒内信

件并及时进行登记。对收到的建

议来信，街道将会自登记之日起3

日内先行联系，自登记之日起60

日内办结，并通过书面、电话、短

信、网络等方式办理情况向建议人

进行反馈。

街头巷尾设置
人民建议征集邮筒
曹杨新村街道欢迎居民投递“金点子”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近日，

在普陀区万里街道，一批“解忧驿

站”正式进驻居民小区。驿站以小

区居民活动室为阵地，设置独立咨

询空间，专业心理咨询师会定期定

时“坐诊”，在家门口为居民提供常

态化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心理健

康宣教服务。

早在2020年5月，万里街道就

在普陀区妇联的指导下，成立了心

理健康公益互助联盟，成员不仅包

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还涵盖律

师、婚姻指导师等多方。此次联盟

搭建“解忧驿站”，旨在通过心理咨

询师一对一服务，聚焦家庭教育，

解决家庭、亲子之间的隔阂或矛

盾。

万里街道妇联在走访学校、家

庭中发现，有些孩子由于压力产生

负面情绪，没有及时找到出口，产

生了心理健康问题；有些孩子因为

家庭教养环境差异，表现为各种行

为异常问题。

首批建设的“解忧驿站”在交

暨、香泉、愉景华庭3个小区试点，

“通过咨询，志愿者发现不少孩子

身上出现的心理问题，其背后都和

家庭息息相关，如父母离异、家庭

纠纷、精神障碍、隔代养育等，因

此，‘解忧驿站’重点聚焦家庭教育

问题的心理指导，在‘一孩子一方

案’的基础上，升级为‘一家庭一方

案’的工作机制，由心理咨询师、社

区志愿者、公益律师等力量，配合

居委会、学校做好疏导和化解，共

同关注特殊家庭、困境儿童成长。”

万里街道妇联负责人介绍。

据“解忧驿站”项目负责人介

绍，目前志愿咨询师约有30人，已

经确定进行心理辅导的案例达到

100余人，部分是短期咨询，部分则

需要长期跟踪与关注。

今年，街道将进一步在其他小

区推广建立“解忧驿站”，计划年内

居民区实现全覆盖。

万里街道打造小区“解忧驿站”
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心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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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就是

年。传统

的腊八节

到 来 之

际 ，一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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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浓 ”民

俗文化体

验活动今

天上午在

长宁非遗

保护中心老街举

行，吸引了社区

居民和孩子们前

来参与体验。

活动现场，与

腊八习俗相关的

一系列文化知识

让孩子们个个兴

趣盎然，香气扑鼻

的腊八粥更是充

满年的味道。

杨建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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