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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枫泾镇以“大学习、大实践、大比武”为载体
全链条、闭环式确保群众问题应解尽解

金山区枫泾镇白牛新村是  多年的老旧

小区，共有   户居民，但车位只有   个，距

离需求还有  %的空缺。金山区枫泾镇结合四

百大走访，在全面排摸的基础上，陆续召开  次

专项会议，多部门共同商量方案。利用小区“边

角料”进行合理改造，眼下，白牛新村小区的车

位增加至   个，进一步满足居民停车需求。

“在主题教育中，我们同步做好问题建议

记录与收集、分析梳理、研究解决，以‘全链条、

闭环式’化解模式，确保问题应解尽解。”金山

区枫泾镇党委书记王明法表示。

这只是金山区枫泾镇主题教育成效中一

个微小案例。当前，金山区枫泾镇正在如火如

荼地开展“传承枫泾精神、再创发展奇迹”大学

习、大实践、大比武活动，以此作为落实主题教

育的实际举措和有效抓手。通过大学习凝聚力

量、大实践扮靓乡村、大比武优化服务，真正将

推动发展与为民办实事结合起来。截至目前，

金山区枫泾镇共计发现并解决问题   个。

大学习凝聚力量
“今天我们的生活会不仅要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也可以就优化古镇管理提提意见。”在

金山区枫泾镇，每月一次的“街事会”如期举

行，枫泾镇古镇商圈党支部书记倪国琴直奔主

题，听取商圈共治的建议。有优化街面道路

的、有更换设施的，商圈的党员们各抒己见。

这些问题将统一汇总至镇职能部门统一解决。

枫泾镇古镇商圈党支部起初是在“板凳”

上成立的，“支部刚成立时的第一节党课，商圈

里的经营户、入党积极分子以及街坊四邻纷纷

赶来，临时借来的各式板凳成了一道特殊的风

景。也见证了支部的成立。”倪国琴表示，因为

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学习，让他们凝聚在一起。

由于没有先例，如何更好服务参与古镇管

理，在学习和探索中，枫泾古镇商圈党支部开启

了“1+9”商户自治自管模式，1名党员商户与9

名群众商户为一组，分时分段开展街面巡查、政

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调处等。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商圈不仅搭建起了群众

和新就业群体深度参与社会治理的平台载体，也

让更多商户有了提交“入党申请书”的地方。

大实践扮靓小镇
近日，枫泾镇中洪村顺利通过市级部门的

复核评估，成功创建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同样收获好消息的还有枫泾镇韩坞村，被评定

为2023年度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

从“五违四必”“中小河道整治”，到“美丽

乡村”“洁美乡村”，近年来，枫泾镇在一轮又一

轮的乡村建设中，以改善居住环境和打造乡村

特色产业为着力点，激发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

2023年9月以来，枫泾镇把“洁美乡村”建

设作为推动主题教育有效落地的一个抓手，启

动了“洁美乡村百日攻坚”行动，“围绕‘六个

一’洁美乡村行动目标，通过洁美乡村建设能

够让23个村至少有2-3条示范埭，同时串联起

周边的道路、水系、公共空间，形成一条可看可

赏可体验的人居环境精品线路，让乡愁记忆得

到更好的体现。”枫泾镇副镇长尤利明表示。

围绕长效管理机制，枫泾镇不仅成立了

“洁美乡村”工作领导小组，还建立了“洁美乡

村”片区指导员机制。同时还全镇域探索推广

《枫泾镇乡村治理积分制工作实施方案》，让村

民更主动参与洁美乡村建设。

下一步，以大实践为抓手，枫泾镇将深化

落实连片创建的目标，围绕上海乐高乐园示范

片区，启动谋划“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工

作，努力实现户户整洁、村村有景的美丽画卷，

真正成为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后花园”。

大比武优化服务
“12345真的解决了我的急难愁！”枫泾镇

城运中心热线回访时，诉求人陈先生对于投诉

解决的效率连连称赞。

前期，陈先生通过12345热线反映居住地

机器噪音扰民的情况。之后，枫泾镇城运中心

又接连收到投诉

工单。经现场核

实，噪音来源是一

企业租用闲置地

块 生 产 水 泥 管

道。随后，枫泾镇

镇平安办、派出

所、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等进行

了联合执法，对企

业的违规生产行

为进行停业整顿。一周内，加工机器搬离，噪

音问题得到彻底根除。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枫泾镇坚持党建引领，

以深化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为主抓手，把工作重

点放在群众诉求的诉前诉后，一件一件扎实推动

群众诉求的办理质量和办理效率。自2023年9

月以来，枫泾镇网格化案件共接单16660件，其中

标准案件结案率稳定在99.5%以上；12345市民

服务热线先行联系率及按时办结率均为100%。

“眼下，每一份工单就跟手机上的购物订单

一样，可以随时查看工单的处置信息。”枫泾镇

副镇长张皓铭表示，“对于落后的工单我们及时

公布，自然而然中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氛围。”

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枫泾镇已

形成了全镇上下相互学习比拼、共同发展进步

的浓厚氛围。枫泾镇举办村居代办业务大比武

决赛，夯实枫泾基层办事人员关于社会救助、就

业创业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开展了“三个大”活

动典型示范评选和“醉美枫泾·最美典型”评选，

累计选树各类典型163个，让不同领域、不同行

业、不同群体都能学有榜样、行有示范。

走失女子无法正常交流
上海救助边照料边寻亲

过去的17年中，徐女士在救助管理二站

的名字是“910”。没有人知道她从哪里来，只

知道她是2007年在嘉定区被发现的，无法与

他人正常交流，经医生诊断为精神发育迟

滞。多年来二站一直没有放弃帮助她寻亲，

通过公安部门高科技手段、采集DNA、登报发

布寻人启事等手段都未能获取有效信息。

2023年，为了让老人得到更加专业的照

料和看护，二站联系了专业养老机构，将老人

安排到养老机构照料，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

间都会前去看望。救助管理二站救助甄别科

副科长祁巍告诉记者，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

亲，许多被救助人都可能会在新年前后说出

一些与家人相关的线索，因此逢年过节他们

都会试一试，没想到这次竟然成功了。

看望老人期间，工作人员发现老人与福

利院一名护工的口音比较接近。通过沟通，

发现该护工为江西广丰一带人士，工作人员

于是第一时间录制视频并将相关情况反馈给

江西上饶当地民政部门进行排查核实。昨天

上午得到反馈，称找到了情况高度符合的一

家人，很可能就是老人的家属。当地部门将

视频给对方辨认后，家属一眼确定这就是走

失了17年的母亲，他们一直在寻找她的下落。

考虑到年前购票不易，工作人员建议过

完除夕就送老人回家，但家属表示一天都不

想再等，昨天中午立刻出发来上海接人，一定

要把老人带回家好好过一个团圆年。

精气神比走失前好多了
重逢时获女儿连连感叹

昨晚8时，老人的儿子、女儿、女婿，带着

年幼的外孙赶到上海救助管理二站。久别17

年，老人已经不认得儿女，而家人则在旁不断

用方言说着往事，试图唤起她的回忆。直到

上车前，老人终于记起了她最疼爱的小女儿，

说了一句：“我要跟着你回去。”

徐女士的女儿陈美香告诉记者，母亲从

儿时就患有智力残疾，婚后生育4个子女，父

亲过世受到刺激，病情有所加重，无奈之下她

和哥哥只能带着母亲来到上海打工。“之前妈

妈也曾经走失过一次，但因为发现得早，很快

就找回来了。”陈美香说，2007年她生了一场

大病，自顾不暇无力照顾，结果母亲再次走

失，这次他们穷尽了一切办法也无法找到。

“把妈妈弄丢了，我非常自责，这17年来

每一天都在想她。”陈美香说，自己经常会在

梦中与母亲重逢，每年过年更是会偷偷落泪，

但她始终没有放弃找到母亲的希望。“上海这

么好的城市，一定会把我妈妈照顾好，她一定

还在，等着我们去找她。”

昨天上午，在接到上海救助管理二站打

来的电话后，他们当即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在

过年前把母亲接回来。“我们会用余生好好照

顾她，孝顺她，再也不会让她走丢了。”陈美香

说，马上就要70岁的母亲的精气神比走失前

好多了，满面红光一个

劲地笑，可想而知这些

年一定是受到了极好的

照顾。“感谢上海，感谢

救助管理二站，救了我

们一家子，妈妈回来了，

又能一起过年了，这就

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昨晚8时，一场感人的重逢在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上演。2007

年，来自江西上饶的徐女士在嘉定
区流浪，被相关部门护送到救助管
理二站，因其智力残疾一直未能确
定身份。直到昨天，救助站工作人
员终于找到徐女士的家人。得知妈
妈依然健在，徐女士的儿女当即驱
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接妈妈回家
过年，除夕清晨四时，一家人已经欢
欢喜喜到了家。女儿说，这一心愿
整整期盼了17年，今天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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