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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悬空老人”下楼还有“难啃的骨头”，人大代表热议———

期待“加速度”攻下“拦路虎”
    “引导支持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在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三次会

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系到千家
万户“悬空老人”的话在会场一“句”

激起千层浪。“现在加装电梯已经从
过去要不要装的争议，发展到了如
何让加装电梯加速落地的迫切需

求。”市人大代表吴坚表示。

电梯难倒的不但是老人
“其实不但是老人迫切希望加

装电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也为没

电梯发愁。”昨天，记者利用开会间
隙采访市人大代表、静安区区长于

勇时，一旁的市人大代表曾云表示，

自己所住的小区至今没有加装电
梯，上下楼拎重物十分吃力。“连公

司老总都为加装电梯犯愁，可见这
个问题多么普遍。”这个话题马上引

起了其他代表的热议。
“现在本市老旧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已经到了千呼万唤、柳暗花明

的新阶段。”市人大代表吴坚表示，
去年 12月 25日，市住建委、市房管

局等 10部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的若干意见》后，破解了一票否决等
难点问题，但还留下了一些“难啃的

骨头”，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破解力
度，攻下加装电梯最后一公里的“拦

路虎”。

众口难调也要努力调
市人大代表胡晓丽对此也深有

感触，她告诉记者，去年上海两会

上，她就加装电梯和政府相关部门
负责人面对面提出尖锐的意见，没

想到这个问题半年多后就有了实质
性进展。还有金融公司主动找上门

来，愿意为加装电梯提供优惠的融

资方案。她一打听，原来这个公司老
总的大学老师也为没有电梯所苦，

每次只有儿子来看望时，才能把他
背下楼来晒晒太阳。

她还告诉记者一个迫在眉睫的
事情，静安区新福康里 11号加装电

梯项目自去年 12 月 26 日开工至
今，原计划在春节前浇筑完成基础，

4月完成全部工程。但基础开挖后，

碰到电缆线需搬迁，为资金问题僵
持，目前施工已停工约两周，居民出

入很不方便并存在安全隐患，希望
相关部门能关注并协调解决。

市人大代表于勇对此回应，加
装电梯最大的难点在于做好群众工

作，要充分发挥居民区党组织的作

用，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实现自
治、共治、共建、共享。施工中涉及地

下管线的经费问题，主管部门要按
最低标准收费，同时通过政府补贴

一点、居民出一点的方式，促进这类
问题的解决。

2019年，静安区加装了 125台
电梯，仅临汾路街道就加装了 40多

台，其中临汾小区内在 10个月加装

了 17台。说到“非一般速度”的秘

诀，市人大代表、临汾路街道党工委
书记厉蕾发给记者几张表格，其中

一张是按照加装电梯的“问题-特

征-方案”制定了对应关系表，对不
同类型居民的心态详细分析并逐一

破解；另一张则将增设电梯的步骤
制作成细分事项和相关标准文本，

便于居民们“DIY”。
“众口难调也要努力调，建议政

府相关部门尽快制定不同楼层加装
电梯居民前期费用分摊和后期费用

承担的试行导则。不妨按照当初‘平

改坡’改造模式，把老旧住房加装电
梯列入政府实事项目，明确年度工

作时间表，确保这项惠民工程落实
落地。”吴坚建议。本报记者 宋宁华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

高峰）黄浦区南昌路 100弄（老渔阳
里）2号和淮海中路 567弄 6号（原

霞飞路渔阳里），分别是早期中国共
产党、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青

年团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两处
旧址都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革命

文物，目前都在保护、利用。市政协委

员凤懋伦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上建议尽早打通这两处旧址，准确反

映其各自的历史作用，还原中共建党

历史的区域拼图，体现历史原貌。

保护修缮工作正在进行
“当年位于老渔阳里 2号的‘《新

青年》编辑部’和新渔阳里 6号的‘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两处旧
址都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革命文

物，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保护好、
利用好这两处旧址，深化革命文物价

值挖掘和利用创新，用好用足红色文

化资源，发掘宣传上海作为党的诞生
地的光荣历史，提出了明确要求。”凤

懋伦委员说，目前，《新青年》编辑部
旧址的腾迁工作已经完成，保护修缮

正在进行，并已向国家文物局申报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团中央机关旧址的保护
修缮于 2019年 4月底完成，并重新

对外开放。
但鉴于南昌路 100弄 2号从建

筑面积、房屋结构、耐火等级、消防疏

散、周边环境及道路设施等因素，相

关方面决定该处只设简单展陈，暂定
为“《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列馆”，拟

委托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管理。

整体规划体现历史原貌
为了能够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各

方面情况，让这两处旧址准确、全面、

完整地反映渔阳里的历史作用，还原
中共建党历史的区域拼图，凤懋伦委

员建议将位于南昌路 100弄 2号的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改为“中国

共产党早期中央领导机关旧址暨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及中共一大会

议筹备处与秘书处旧址”，并以此向
国家文物局申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管

理，这样可以还原老渔阳里 2号的完
整历史：从这里播撒出去的点点星

火，最终汇聚成了革命的火种，燎原
中国，其历史作用与意义一目了然。

“这项工作要以 2021年 6月底为时
间节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让中共‘一大’从酝酿到召开
的过程，以及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

组织酝酿筹备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
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建立的过程，能够得到完整而充分
的反映。”

凤懋伦委员还建议，“尽早打通
南昌路 100弄与淮海中路 567弄，将

两处旧址整体规划，体现历史原貌，
便于今天的人们能够漫步往来于两

处旧址之间，体验革命先辈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的艰难历程。”

思想众筹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方翔

潘高峰）“2018年 5月，沪苏浙皖
四地政法系统签署协议，提出打

造‘法治建设区域协同样板区’。
于此前后，三省一市的人大、法

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等也纷
纷采取行动，在各自的工作范围

之内签署合作协议，就推进长三

角的法治建设一体化献谋献策、
群策群力。这些举措，愿景美好，

令人振奋。”民革上海市委在市政
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

指出，但到目前为止，“法治长三
角”的建设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上不去”“看不远”“没做实”等问
题。为了更好地实现区域一体化，

建议铸造“规则共同体”，进一步
夯实“法治长三角”。

民革上海市委经调研发现，长

三角地区执法规则体系不统一带

来的问题，虽然并不严重，却也不
能忽视。为此，民革上海市委提出

了几条加强这方面建设的对策。
首先是启动顶层设计，确定

“法治长三角”的战略规划，解决
“上不去”的问题。建议三省一市尽

快组建“法治长三角”工作领导小

组，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的具体要求，设计规划“法治

长三角”的未来蓝图与行动方案，
并与各地的“十四五”规划对接，把

顶层设计落地。顶层规划的重点是
尽快实现各地立法的一体化。

其次是树立引领价值，明确
“法治长三角”的示范方向。解决

“看不远”的问题。“法治长三角”
不仅要实现规则体系的透明、一

致、公平、有效，还要有先进的价

值理念和现代文明主张。建议在

顶层设计中，明确“营造公平公正
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和“打造高质

量的法治化生态环境”为“法治长
三角”的引领价值观，以此为“法

治长三角”的示范方向。
再次是规划步调步骤，聚焦

“法治长三角”的工作重点，解决

“没做实”的问题。作为长久之计
的“长三角一体化”工作必须循序

渐进。在现阶段，建议对接国家的
“长江大保护”战略，从环境资源

保护的统一立法、联合执法、跨域
司法、共同守法开始，重点突破，

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率先实
现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和

社会治理的实质性一体化，并逐
步把相关工作经验复制到其他法

治一体化建设领域。

两个“渔阳里”
整体规划保护修缮

政协委员建议：

两会影话

    两幅挂在墙上的地图是青浦区审议小组里特

有的“配置”。工作人员特意带来的《沪苏浙交界地
区局域图》上，一体化示范区所在的青浦、吴江、嘉

善被不同颜色标识出来，右下角的小图里，是先行
启动区五个古镇所在地的示意图。在这个“长三角

一体化”被提及最多的小组里，“吴嘉”以另一种方

式“列席”。代表审议间歇，这幅地图引起了大家的关

注。周秀芳、章凌云、邵菊敏代表在地图旁研究起示
范区的地理区位。“这个地方是吴江吧，这边就是嘉

善了。”会场里大家讨论最多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此时跃然眼前。

本报记者 刘歆 毛丽君 摄影报道

上海两会“吴嘉”不缺席

长三角执
法缺乏联动，
民革市委：

铸造“规则共同体”
夯实“法治长三角”

电梯
加装

两会话题

    ● 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 此地是1920年初陈独秀到上海

后的寓所，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是中文版《共
产党宣言》、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和李达担任主编的《共产

党》月刊的出版地，还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地；这里也
是“一大”的筹备处和“一大”会议召开期间的秘书处所在地。1959年和

1980年两次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 淮海中路567弄6号（原霞飞路渔阳里） 1920年9月，中国第一

个共产主义性质的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淮海中

路567弄6号成立，由于这里是全国成立最早的青年团所在地，后又积
极指导其他地方团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作， 并于1921年7月开始代理

团中央职权，1961年3月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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