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委会“上街”，有显示度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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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噪声不断，上班满路污水，这菜场

能不能管一管？”长风街道管理办工作人员老

魏与“光头菜场”的“缘分”开始于一通投诉电

话。光复西路近中山北路段，数个小区临苏

州河而建，附近居民集聚。一家便民市场应

需而生，因老板留着光头，人称“光头菜场”，

开店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光景。

小菜场价格公道，来往便利，新客老客不

断。头几年，老板与菜市场一样风风火火、意

气风发，可随着岁月变迁，周围的一切仿佛开

了“加速键”，只有小菜场藏在时间的褶皱中逐

渐褪色。街道管理办主任许斌带领工作人员

第一次前往菜场调研时，摆出路面的摊位、杂

乱无章的电动车、随处乱丢的垃圾和扑面而

来的鱼腥味与下水道混合的味道给他带来了

巨大的冲击。

改，是必须的。是大刀阔斧地拆还是细

水长流地改？既要符合地域发展，又要征求

居民建议。很快，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召开

管理办、综合行政执法队、派出所三部门联合

会议，通过商讨，确定先从占路摆摊开始整

治。老魏带队进入市场实地调研，没想到，刚

进入“光头菜场”，便吃了“闭门羹”。

“退？活蹦乱跳的鲜鱼就是招牌！摊往

后一撤，谁还来买？”“光头”老板毫不客气。

急难愁要解决，“硬骨头”也要啃下来。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峰为工作人员注入

“强心剂”，多次召开三部门联合会议。综合

行政执法队、长风新村派出所主动跨前一步，

随时待命“打配合”，为管理办工作人员做好

“后援”。工作人员有了底气，迅速提振精神，

安排人手清扫垃圾、归置非机动车，同时锲而

不舍与老板接触，力求破开“心门”。

“来菜场买菜的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居

民。”虽然环境脏乱，但依然有不少人支持菜场

的存在：熟悉的人群、低廉的价格、拄着拐杖就

能走到，对于老人来说，这里既是获取日常所

需的来源，还是承载生活记忆的社交空间。

“光头菜场”有留存的必要，更需要升级

整治，配合街区整体气质更好地经营。借着

“发展”的话题，老魏尝试换位思考，一句“开

一家能够留给儿子的店”让抵触的老板打开

了“话匣子”。

老魏得知，“光头”老板担子不轻，生怕撤

摊会影响收入，但也深知自己的菜场到了该

转型的时候。但转型需要方案，也需要勇气，

在快速拟定初步方案并告知老板后，街道放

慢脚步，为老板留足了思考时间。权衡再三，

老板终于同意，摊位后撤5米。

如今“光头菜场”门口干净整洁（见上

图），两侧小花坛精致，绿植拼成“屏风”，既有

遮挡作用，也隔断了居民区，棚顶配合周围环

境换成了条纹棚顶。

“帮助菜场微更新的同时，我们也在与老

板探讨如何进行业态升级。”工作人员提供具

体可操作的建议，鼓励老板开设线上配送、增

设小修小补摊位等。尽管这些建议还处于探

索阶段，但老板被工作人员的真诚打动。

城市治理中，后退5米，留足“人情味”，

保护“烟火气”，快行动、缓处理，才能让大家

都跟上时代的脚步。

本报记者 解敏

城市治理换位思考有人情

光头菜场后退五米
跑通老年助餐数字化模式

网红食堂送餐上门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申城不少街道新出
现了一批居民区党群服务站？无论是在人
流熙攘的徐家汇、寸土寸金的“梧桐区”风貌
街道，还是在以居民区为主的杨浦区江浦路
街道，又或者是金山朱泾镇这样的远郊，都
有一批崭新的居委会办公点在沿街底商等
街面醒目位置崭新亮相。
曾经“蜗居”在居民区和弄堂里的居委

会将服务阵地乔迁至更有显示度的街边，不
仅是地理位置变了、空间布局更亮堂了，更
有显示度了，而且，功能也更加丰富，社区居
民办事更便利了，服务范围还辐射到环卫工
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进一
步拓展了居民区党建的服务触角。
徐汇区推进沿街设置居委会职能的脚

步走在全市前列，专门出台了《徐汇区“居委
会沿街设置”建设规范（试行）》及《徐汇区居
委会沿街设置标识体系（试行）》。有了这套
规范和标识体系，在率先开展全覆盖试点的
徐家汇街道，街头出现了不少以“活力橙”门
头布局为醒目标识的居民区党群服务站。
新亮相的这批服务站在标识上融合了党群
服务站和居委会，布局上则凸显党群服务和
全岗通服务，不是简单地将原本设在居民区
里的居委会搬家到街面上，而是打造一个多
功能的社区“会客厅”。
比如，从南虹小区里搬到南丹路徐虹路

口沿街商铺的汇站居民区党群服务站，作为
“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重要一环，按照“办公
最小化、服务最大化”原则，除了设置部分办
公空间，最大的变化是增设了居民议事活动
空间、便民服务点、骑士驿站、灯塔书屋流动
书架等多项功能，并增添了无障碍卫生间、

“一键叫车”智慧屏等多种适老化设施。
从小区里的配套用房搬迁到沿街商铺

等黄金位置，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离不开
各个部门的支持和民意的考量、整体利益的
平衡。比如，漕河泾街道张家园居委会在选
址时，由于周边门面少，最初相中了一家菜
店，连租金都谈好了，想租下后改造使用。
然而，也有小区居民反映，周边菜店较少，改
造后会影响居民日常买菜，尤其是给小区里
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不便，所以，最后居
委又调整方案重新选址，把好事真正办好。
天平街道也因地制宜，借助知名设计师

谭若霜之手，以“改造”代替“改址”，将永嘉
新村小区右手边的红砖围墙打开，形成一个
半开放的沿街空间，除了亮出永嘉新村居民
区党群服务站的招牌，又设置了沿街座凳，
让路人可以在这里歇歇脚、看看风景，甚至
还能在阳光正好的时候拍点颇具“梧桐区”

特色的美照。不久前，志愿者就在这里，借
着红墙和梧桐茂密的背景，为社区里的金婚
老人们拍摄了幸福全家福，让居委会也成为
城市风景的一部分。
近期，徐家汇街道已经全部完成居委会

沿街设置，徐汇其他社区以及不少区也都在
因地制宜地推进居委会“上街”，这是群众工
作法在新时代的体现——居委会，作为最基
层、与群众联系最直接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理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第一线的
基层社区工作者听得到老百姓的想法，也让
最大服务半径的老百姓都能“找得到门、办
得了事”。同时，居委会的服务触角也要不
断延伸。正如汇站居委会工作人员所说：
“快递外卖小哥、风吹日晒的环卫工人、遇到
手机没电等尴尬急事的路人……都能随时
进来歇歇脚、上个厕所、喝杯水，社区的温暖
能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了。”

近日，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的武宁党群

服务中心社区长者食堂（见上图，以下简称

“武宁片区长者食堂”）正式上线饿了么

App。老年居民完成注册、绑定的操作后，通

过手机点餐可以享受政府助餐补贴。这是上

海第二个打通政府补贴和外卖平台的老年助

餐服务项目，数字化的便利服务正在覆盖更

多社区。

目前，老年人只要打开饿了么App，搜索

进入“爱上食 ·社区长者食堂（武宁店）”，就有

丰富的餐品可供自助选择并下单，除政府补

贴外，外卖平台的用户红包也能叠加使用，点

单完成约30分钟，就能收到骑手送上门来的

热乎饭菜。

去年，松江新桥镇与饿了么合作，以数字

化的方式跑通了老年助餐“新桥模式”，让老

年居民可以在线上点餐的同时使用政府补

贴。同时，更多街道也与饿了么沟通合作，开

启进一步的数字化创新。曹杨新村街道60岁

及以上老人占比接近50%，近年来已开办多个

长者食堂，构建了广覆盖的老年助餐服务体

系，而此次率先上线的武宁片区长者食堂也

成为普陀区内首个线上老年助餐服务项目。

武宁片区长者食堂是附近居民心中的

“网红食堂”，包子、烧卖、瓦罐汤等都是深受

老年朋友喜爱的“明星餐品”，仅馒头和包子

每天就能卖出多达4000个。食堂上线外卖

平台后，除了将服务范围扩大至25平方公

里，令更多老人受益，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

恶劣天气、腿脚不便等情况下老年人的居家

用餐问题。

曹杨新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年

末街道就开始策划对社区的老年助餐服务进

行数字化升级，“我们尤其关注的是项目的可

持续性，通过政府统筹、市场参与，结合政府

补贴与企业让利，这样不会对任何一方产生

运营压力，才能长期为老人提供服务。”

在老人的使用体验上，曹杨新村街道细

致地进行了创新。经过街道联合辖区各居委

会对年满60周岁并开通区级助餐补贴服务

的老年群体进行排摸，结合实际情况梳理出

一批体验用户清单，与饿了么进行数据对接，

方便老人在平台使用相应手机号注册并绑定

支持补贴扣款的银行卡或敬老卡后，能够自

动识别身份并享受相关优惠。试点运营一个

星期后，已有970多位长者在饿了么完成了

注册、绑定操作。

“这样我们就优化了身份认证方面的程

序，尽量简化下单步骤，方便老人操作。”据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因线上点单服务仍在试

运营阶段，目前食堂线上点单开放时间为每

天11:00—12:30、17:00—18:30两个时间段。

在菜品供应上，线上平台与线下保持一致，均

以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少油、少糖高品质健康

餐食为主。

居民周先生夫妇都是退休工人，住宅离

食堂约10分钟路程，得知食堂上线饿了么之

后，他们立即体验了一把手机点餐，“食堂的

菜品价格很实惠，口味也适合老年人，平时我

们就经常去吃饭。现在能送餐上门了，有时

候下雨天不想出门的话确实方便很多。”

本报记者 金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