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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共受理市民诉求1638件

“城管局长接热线”行动收官

用心用情描绘规划蓝图
杨浦区规资局党组书记、局

长牟娟评价成元一“有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她特别爱钻研，

手边经常放着近年来重点地块规

划图则的合订集，随时可以琢磨

研究杨浦的规划图。她在杨浦区

规资局工作的10年间，牵头完成

规划研究课题20余项、规划编制

项目近100项。

当前，杨浦处于创新发展再出

发的关键时期，大量的存量工业

用地、老旧小区面临着城市更新

的课题。如何统筹布局、“靶向治

疗”、综合施策？成元一开展了大

量的探索，从存量工业用地盘活

利用到零星更新、区域更新，从各

类方案编制到规划实施平台机制

建设、重点项目落地，做了许多卓

有成效的工作。

为盘活低效用地、提升区域

功能、促进转型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她特别善于不断打磨、形

成最匹配的技术方案，找到区域

规划落地实施和更新主体利益之

间的最大公约数，推动项目顺利

实施落地。比如存量工业用地转

型的经典案例——互联宝地项

目，就是她和团队一起反复讨论研

究、修改完善，先后历经20余版用

地规划方案，最终促使区企双方达

成一致，实现法定规划确定的公益

性要素全部落实，企业的诉求也得

到充分的尊重和满足。

绣花功夫实践风貌保护
杨浦区有着“百年工业、百年高

校、百年市政、百年根脉”四个百年的

历史底蕴。作为杨浦区风貌保护委

员会办公室的具体负责人，成元一以

“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

的老建筑”为原则，做好杨浦“四个百

年”风貌保护利用的大文章。

2017年以后，随着旧改迅速推

进，杨浦滨江新增36个风貌保护街

坊。成元一带领团队对滨江南段开

展了总体城市设计研究工作，充分

采纳风貌专家的意见，延续滨江南段

历史上所形成的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的格局，明确在八埭头和大桥东形成

两片以里弄风貌为主的集中低区，华

忻坊、纺三里、上水工房等典型里弄

风貌得以保存，在杨树浦路以南形

成以工业遗存为主的工业遗存博览

带……为杨浦滨江打造了沿江以工

业遗产大开大合为主、腹地以里弄肌

理格局为主的风貌格局，为打造具有

杨浦特色的空间结构奠定了基础。

成元一还积极寻求多方合作，通过空

间艺术季、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

建、小小社区规划师等丰富多样的

活动，多渠道、多平台向公众推介杨

浦滨江的工业遗存。

此外，成元一还牵头在全市率

先建立区级历史建筑动态监测平

台，通过梳理建立了全区历史建筑

情况GIS数据库，将历史建筑的具

体坐落、保护等级等信息纳入数据

库，并开展月度监测工作，通过技

术手段对全区的历史建筑现状、动

态变化情况进行监测。

孜孜以求推动城市更新
228街坊是杨浦城市更新的一

张“网红”名片，这张名片的幕后推

手之一，就是成元一。

2016年，“两万户”工人新村之

一的228街坊启动旧改，成元一所在

的团队同时启动了228街坊的规划

调整工作，通过法定规划，将“两万

户”建筑予以保留，并确定了228街

坊保障性租赁住房、社区公共服务

设施的功能，为228街坊城市更新项

目的实施提供规划依据。今年，228

街坊项目竣工，为将其打造为“15分

钟生活圈”标杆示范项目，成元一及

其团队会同长白新村街道，通过“系

统性谋划、一体化推进”的思路，细

化明确228街坊公共服务设施功能

布局，利用12栋修旧如旧的老房子，

打造结合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健身

中心、全市唯一的综合性工人新村

展示馆、社区食堂等复合功能的街

区式党群服务综合体，并带动周边

美丽家园、美丽街区项目建设，全面

提升228街坊及周边片区的品质。

目前她和团队正牵头全面推

进杨浦“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

在各街道蓝图的基础上，汇总完成

全区的“一区一图”，落实“15分钟

社区生活圈”基本单元全覆盖，将

构建杨浦“宜居、宜业、宜游、宜

学、宜养”的幸福生活圈。

本报记者 孙云

暖心助残十九载 用爱照亮每颗心
只要张心亚的身影出现在虹口区曲阳路街道“阳光之

家”门口，孩子们便雀跃而上，“张妈妈”“张妈妈”叫个不停。

19年前，张心亚带着智力障碍的女儿来到了“阳光之家”，面

对这些与自己女儿有着相似遭遇的残障孩子，她毅然决定把

对女儿的爱，倾注到“阳光之家”中每个孩子身上。

在刚开始助残工作的时候，张心亚就遇到了难题，“在

那个年代，家长都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家里有一个残障孩

子。”张心亚说。为让更多残障孩子走出家门，张心亚经常

和其他助残员、志愿者们，一家一家上门动员，做家长的思

想工作。

孩子们情况不一，有的甚至不会说话、吃饭。张心亚

从简单的生活自理技能开始，倾注对孩子们的爱。要教会

智障孩子各种知识和技能，是需要特别的耐心和爱心。看

似一个简单的动作，他们今天学明天忘，张心亚就手把手

地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反复教，有时甚至需要教上成百上

千遍。作为曲阳社区“阳光之家”的第一批“特教老师”，她

既是辅导员、调解员，也是保育员、清洁工，学员们的点滴

进步都蕴藏着她辛勤的汗水。

2012年，张心亚成立了自己的助残工作室，设立教育、

康复、文艺、特奥、法律、技能、社会共建与社区融合七大类

项目，通过具有专业知识队伍，将助残服务辐射到了区内

所有街道的残障人士，帮助他们提升自理能力、增强自信、

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学员中，有的在上海智障人技能

比赛中获了大奖，有的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歌舞才艺，先后有22

人走上了工作岗位。

葆初心回报社会 勤奉献践行使命
1998年，陈琳从江西来上海打工，后来，他创办了一

个铝合金经营部，因为诚实经营，质优价廉，很多社区居

民都照顾他的生意。朴实的他始终心怀感激，为回报大

家，他从到社区服务老人开始，就此走上公益道路。

2011年，陈琳到虹口区江湾镇敬老院做义工，发现自

己的技术可以为老人提供更多服务。他为敬老院修理门窗，义务定制

床边护栏，设计制作不锈钢取奶箱，赠送保温餐车，成为敬老院最受欢

迎的人。

为帮助老人理发，他还拜“中国好人”殷仁俊为师，学了一手好技术。

他开始到更多地方，为更多老人服务。虹口区军队离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南京路步行街为民服务活动，都频频出现陈琳的身影。2015年，他走进

了上海皮肤病医院麻风病致残者病区，为麻风病人理发。许多老人蜷伏

在床上，无法动弹。每次为老人理一次发，陈琳都要出一身汗，但他一做

就是4年，坚持到现在。

2015年，陈琳加入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并创建起虹口区个体劳动者

协会首个志愿者服务队——虹馨志愿者服务队，先后发展了70多名成

员，在社区广泛开展为民服务千余场，获得居民的广泛欢迎和认可。他的

妻子和两个儿子，也在他的影响下成了社区志愿者，形成了浓厚的助人为

乐家风。从一个人的付出，到一群人的奉献，陈琳始终践行着一名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 本报记者 郭剑烽

精心描绘城市更新“施工图”
牵头落实风貌保护“实景画”
——记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综合业务科科长成元一

城市更新，规划先行。
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综合业务科科长成元一

说，自己“已将杨浦全区的规划图刻在脑海中，走在大街
小巷，我的大脑中常常会习惯性反映出带有地块指标的
规划图纸，也总是思考完善规划、推进实施的路径”。
正是这样的认真，让科班出身的她在一线坚守多年，

带领团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杨浦滨江南段总体城市设
计、杨浦滨江中北段城市设计、“长阳秀带”在线新经济建
设方案等重点任务，为杨浦滨江由“工业锈带”变为“生活
秀带”奠定规划基础，也通过杨浦首创的“社区规划师”制
度，为全国社区更新、社区治理贡献了更多的杨浦智慧。 ■ 成元一（中）和同事在研究规划图

新征程 新奋斗

20232023城市文明风采季城市文明风采季 文明创建巡礼

舍己为人的精神、乐善好施的品质，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的具体体现。今天故事的两位主人公，
一位是“中国好人”张心亚，另一位是全国最美
志愿者陈琳，他们是道德的践行者、精神的引领
者，以先进事迹和高尚品质生动诠释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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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城管执法局、新民晚报社、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同发起的城

管进社区活动周暨“城管局长接热

线”行动本周末收官，从10月24日

上午9时至10月27日下午3时30

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受理城

管执法类诉求1638件，其中损坏侵

占公用设施、物业管理不善等成为

市民反映最集中的热点问题。

损坏侵占公用设施
投诉居首

据12345市民服务热线数据显

示，在全部1638件工单中，排名前

五的诉求类别分别是：损坏侵占公

用设施757件，物业管理不善401

件，破坏房屋结构239件、结构改建

123件、居改非106件。可以看出，

不少诉求事项都发生在小区内，这

也从侧面说明市民对居住环境的要

求越来越高，对社区品质的提升抱

有更多期待。

10月24日开线当天，市城管执

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志虎接听了

多位市民来电，其中家住普陀区灵

石路1620弄和浦东新区民春路399

弄的两位市民不约而同将矛头对准

了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另一

位市民则反映长宁区武夷路709弄

一老伯在楼道内堆积杂物，导致环

境脏乱，隐患丛生。

市城管执法局领导当即要求相

关部门跟进调查，目前，3起诉件处理

均已取得进展：普陀甘泉路街道和浦

东曹路镇城管部门分别约谈了违法

“敲墙头”的当事人，并责令其立即整

改，恢复原状；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城

管队员联合居委、物业、市容等部

门，成功劝说老伯将杂物清理完毕。

列出“局长督办单”
加快处置

各区城管局长接听的来电，被列

为“局长督办单”，正加快处置流程，

确保“件件有回音、桩桩有落实”。

行动期间，本报记者也紧随市

民呼声，深入社区街巷实地走访，直

击违法乱象，其中许多问题已在城

管部门的迅速回应中得到解决：松

江区文涵路218号小区门口，原先

油烟扰民的餐饮店，现已改变排风

口位置，升级油烟净化设施；闵行区

万源路2289弄小区群租泛滥，城管

介入后，已整治145套“群租房”；崇

明区鹭岛华庭小区部分车主在公共

车位上私装地锁，如今也全部拆除。

徐志虎表示，虽然“城管局长接

热线”行动暂告一段落，但城市治

理、执法为民永远在路上，未来城管

部门将持续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进一步深化“城管进社区”工作，

完善诉件处置机制，尤其针对反复

投诉加大处置力度，切实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和

满意度。 本报记者 房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