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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申城文明单位推出系列举措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用好一个课堂 讲好一段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

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
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
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
运用好。
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

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
践地，全市各级各类文明单位正在
深入开展“学思想 见行动”主题活
动，其中一批单位以传承弘扬红色
文化为目标，推出一系列工作举措，
积极传播红色故事，为建设习近平
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增添力量。 ■“中共一大 · 二大 · 四大纪念馆景区红色巴士专线车” 采访对象供图

新民随笔 城市家具好看也要好用
第一次听到“城市家具”这个词，就觉得非

常亲切。城市里，小到标识标牌、垃圾箱，大到

休闲座椅、公交站台、照明设施等，都可被称为

“城市家具”。这个词，寓意人们在城市户外、

街头巷尾都能像在家一样方便舒适，更蕴含了

人们对城市生活的憧憬。

如今，上海街头的城市家具越来越潮，

很多都成了网红打卡点。就拿休闲座椅来

说，长宁新华路街道的“笑脸长椅”，由一个

个抽象的“笑脸”单元构成，远远望去如同艺

术装置，为梧桐街区增添了一份意趣。浦东

新区上南路的海派艺术座椅设计新奇，让人眼

前一亮；青浦区重固镇福贸路的座椅提取了

“美丽街区”建设现代与古典相融的元素，依托

几何线条、艺术    ，体现出活力感和时尚感。

除了好看养眼，城市家具到底好不好，还

得老百姓说了算。住在苏州河沿岸的刘阿婆，

每天都会去河边散步，坐过各式各样休闲座

椅。她最喜欢有靠背和扶手的，如果上面再有

个棚会更好，不怕日晒，也不怕下雨。平时喜

欢去公园溜达的刘伯伯，对座椅的材质比较在

意。天冷的时候坐钢铁凳和石凳，他会觉得

凉，还是比较喜欢木质的座椅。

市人大代表方逸洲提出，老年人的座椅

不能太矮、太深、太高。老年人由于身体机

能衰退、腿脚不便等原因，坐太矮的座椅容

易出现起不来、坐不下去等问题，坐太高的

座椅又有摔倒滑落等风险。同时，他建议，户

外座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多采用防腐木

材质，这样在冬天对老人更友好、更温暖。

近年来，绿化市容、统战等多部门携手，

从小座椅入手，着力解决市民在公共空间

“没地方坐”“坐不下来”“不愿意坐”等问题，

打造一座可以“坐下”的城市。

放眼整个城市，包括休闲座椅在内的所有

城市家具，都应以人为本，要好看也要好用。我

们要用绣花功夫，从细微处着手，不断提升城市

空间品质，打造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

屠 瑜

小区里停车难，路面砖破损无人管……

部分居民看到小区管理不到位，通过拖付物业

费的方式表达不满，导致小区物业管理陷入恶

性循环。松江区绿庭尚城小区通过党建引领成

立业委会，打造“叮咚议事直通车”，听民声、汇

民意、集民智、解民忧。

绿庭尚城小区是建于2006年的商品房

小区，现有居民4080户，约1.2万人。绿庭尚城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王丽莉介绍，这是一个大型

人口导入小区，小区房屋出租率高。“小区投入

运营前几年，居民对物业服务投诉率比较高。”

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行使小区物业

管理方面的权利，是小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王丽莉担任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后，第一时间

启动了业委会组建工作。“小区管理好不好，

业委会成员是关键。”她回忆道，在业委会筹

备阶段，居民区党总支通过党员会议、楼组长

会议等渠道广泛宣传，鼓励党员、楼组长自荐

或推荐适合人员。业主王金梅是财会从业者，

拥有多个管理岗位的工作经验。经过业主投

票表决，她当选为小区第二届业委会主任。“我

们业委会9名业主，其中5名是共产党员，大家

定下了共同目标：改变小区管理乱象。”

组建好业委会后，居民区党总支进一步

强化机制融合，建立“三驾马车”联合接待、联

合会商、联合处置、联合回应的工作机制，形成

工作责任闭环；聚焦居民诉求，“三驾马车”开

展调研，共同商讨方案，并推进落实。

小区“三驾马车”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很

多业主反馈遇到问题找不到人、得不到解

决。为此，居民区党总支组建了“叮咚议事直

通车”，“居民有任何问题，都可来‘叮咚议事

直通车’讲述，请小区居民一起来出谋划策，

最后由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协调落实。”

“我们将每周六设为业委会接待日，第一

个月收到200多个问题。”王金梅回忆道，业委

会开会决定：从大家最迫切的需求入手，经过

对问题的归类分析，先解决停车难题。小区

“三驾马车”调研后发现，小区地面停车位有

800多个，大多数是固定停车位。“当时，小区

一天停车费为5元，因为小区隔壁有一个商

业综合体、一所学校，不少来附近吃饭、逛商

场、接送孩子的人将车开进小区。”王金梅说，

为解决这些问题，居民区党总支召集“三驾马

车”召开例会，并走访周边小区，实地考察取

经。“当时，许多小区安装了智能道闸系统，让

停车管理更透明，给我们很多启发。”

在“叮咚议事直通车”会议上，有业主代

表建议使用智能道闸系统，有业主建议同步

制定车辆停放新规则，还有业主建议提高外

来车辆的停车费……通过数十场交流会，业

委会根据大部分业主意见形成了《智能道闸

安装方案表决》《小区机动车停放管理规则》

等停车管理制度，经业主大会表决，高票通

过。“我们同步对地面车位进行重新规划划

线，增加了300多个临时停车位。新规实施

一年后，小区停车费收入由原来的130万元

增加到了360万元，成为小区维修资金补充

的重要来源之一。业委会还积极拓宽小区收

入来源，将电梯广告、安装快递柜等产生的收

入一并补充至维修资金账户。”王金梅自豪地

说，目前，小区维修资金总额已从以前的4300

万元增至目前的近7000万元。“这些年，我工

作最大的心得是，社区管理工作一定要提前

宣传、公开透明、兼听则明，和业主交心，才能

真正解决社区问题。”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松江绿庭尚城小区党建引领打造“叮咚议事直通车”

一站式解决居民急难愁

“运十党课”
弘扬爱国精神

“我最喜欢解说员姐姐在‘运

十’上讲到的马凤山笔记的故事。

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国人都能造

出‘运十’这样的好飞机。我下定决

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为祖国的发展

献上一份力量。”近日，上海市实验

学校附属光明学校六年级学生汤铭

轩，在参观完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

心后认真地说。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全国

文明单位，以下简称“上飞公司”）以

文化自信自强筑牢大飞机精神高

地，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

地为目标，加强国家工业遗产运十

飞机的保护利用，用好运十飞机这

个“活课堂”。公司组织挖掘收集运

十飞机研制历程中的历史珍档，邀

请参研人员撰写工作经历、研发心

得，编撰出版《运十的故事》；拍摄纪

录短片和《永不放弃》MV，进行展

播；打造“运十党课”品牌，用一份

“红色”报纸讲述“运十”精神……上

飞公司多措并举打造大飞机特色文

化，对内成为教育职工追忆初心使

命的精神家园，对外打造成传播大

飞机文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通过打造多元宣传矩阵，搭建

文化交流平台、逐步推进工业旅游

项目，进一步强化对外文化交流，上

飞公司吸引每年数以万计的来访者

走近运十飞机，深刻感受这份承载

着国人梦想，凝聚着中国智慧的中

国航空工业史奇迹。

“红色巴士”
串联红色印记

“下一站，成都北路。位于上海

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

中运量71路公交车上，乘务员向乘

客娓娓道来。“红色专列”是巴士三

公司（上海市文明单位）提升服务方

面的一项全新尝试，旨在利用公交

这一“流动风景线”，打造红色党史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移动宣传堡垒。

71路中运量车队党支部充分

利用线路途经的中共一大纪念馆、

二大会址、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

址、毛泽东故居等众多红色景点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整合各方优质

资源，在上海公交中率先推出了“红

色之旅讲解”服务。16名二星级乘

务员担任车厢讲解员，为市民乘客

详细讲解沿途的红色景点和历史故

事，极大地丰富了乘客的乘车体验。

20公里、90分钟的车程途经上

海50个红色遗迹和遗存，为让市民

和游客更好地了解上海红色历史，

同样开通了“红色巴士”专线的上海

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文明单位）仔细斟酌线路，严

格把关讲解词，坚持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把红色故事讲述好的“四

好”原则。专线试运行一经开通，立

即得到认可。开通短短一个多月，

已有超过1.5万名市民游客乘坐。

今年6月，春秋集团连同所属

蜻蜓观光巴士正式提交了关于优化

提升“中共一大 ·二大 ·四大纪念馆

景区红色巴士专线车”的方案，丰富

原有“红色巴士”专线站点，持续打

响上海“红色旅游”品牌。

中行大楼
传承红色基因
中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全国

文明单位）所处的中国银行大楼坐

落于上海外滩中山东一路23号，是

中国银行乃至近代中国金融业最重

要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外滩万国

建筑博览群中仅有的具有中国传统

建筑元素和唯一一栋由中国人自己

参与主持设计建造的大楼。坚持因

地制宜、坚持守正创新，中行上海

市分行营业部积极运用外滩中国

银行大楼所蕴含的历史资源和红

色文化，通过中行青年员工的声

音，讲好中行红色故事，讲好上海红

色金融史。

在一次次的展示讲解中，中行

上海市分行营业部的干部员工特别

是青年员工深受滋养和鼓舞，也吸

引越来越多的青年员工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加入文化讲师队伍中。如

今，这支平均年龄26岁的志愿者队

伍，已从3人迅速增加到了近15人。

此外，中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还整理中行红色基因史料，制作“红

色的丰碑”中行红色历史展示墙；承

办由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等主办专

题教育展览，厚植干部员工爱党爱

国爱行情感；在办公区域内设立“清

廉角”，讲述老一辈中行人清正廉

洁、克己奉公的廉洁文化故事……

进一步推动工业遗产活化利

用，加强红色旅游项目开发；优化

“红色专列”服务，探索更多红色线

路，打造更具特色的红色文化移动

课堂；持续挖掘红色金融文化资

源，扩大文化讲师队伍，深化金融

史教育与社会责任担当……展望

未来，这些单位将继续深化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实践探索，不断创新红

色文化传播的形式与内容，为上海

打造红色故事传播高地贡献力量，

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

璨的光芒。

本报记者 屠瑜 实习生 张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