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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袁玮 社区版记者 丁

雨）电瓶车不放置在固定充电点充电，“乘
梯上楼”推到楼道、家里充电，不仅影响楼

道环境，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如何还居
民一个干净整洁的电梯和安全的楼道？日

前召开的虹口区曲阳路街道 2020年度平
安建设大会，现场宣布百台电梯梯控即

将“集体上岗”，这意味着今年曲阳梯控阻

车系统全面铺开，这是曲阳“智慧电梯”建
设的进一步深化。“‘电动车乘梯’拦截系统

不仅将电瓶车‘拒之梯外’，让楼道变得更
加宽敞，不会堵塞逃生通道。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不必再担心电瓶车因为充电而引发
火灾。”一位小区里已加装“电动车乘梯”拦

截系统的居民高兴地告诉记者。

早在 2018年曲阳路街道就引入“智慧
电梯”，安装了全市第一套云梯智慧电梯管

理系统，并逐步为曲阳地区内 200多台住

宅电梯加装该系统，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来为居民安全出行护航。2019

年，又在智慧电梯管理系统基础上，探索功

能迭代，积极推进“电动车乘梯”拦截系统
升级，实现技术阻止电瓶车上楼。经过半年

的试点安装使用、宣传推广和前几个月的
加紧安装，目前曲阳梯控设施初具规模，已

惠及街道辖区内一半的居民区共 14个小

区。曲阳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晓峰向记
者介绍：“街道推出的‘电动车乘梯’拦截系

统可以利用图像识别的大数据技术，达到

阻止电动车上楼的目的———电动车一

旦进入，电梯不关门、不运作，语音温馨提
示响起，同步传输视频至物业管理处。这套

系统对于电动车的拦截效果称得上‘百分
百精准’，而对于婴儿车、轮椅等其他代步

工具，则一律‘绿灯’放行。”
曲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谢海龙表示，

街道已连续 9年获评上海市“平安示范社

区”称号，明年将再增加 100台电梯梯控，
争取在街道的小区实现全覆盖，严密筑好

安全防线。

电瓶车“拒之梯外”，这波操作赞
虹口区曲阳路街道“智慧电梯”新添拦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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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

    本报讯 （记者 袁玮）为

了让社区老人吃得好、吃得香，
徐汇区建好家门口的“大食

堂”，老人不仅能吃到菜品丰
富、价格实惠的老人餐，区民政

局还不断完善点位布局，与邻

里汇融合，老人就餐后还能社

交、议事等。同时徐汇区扩大年
龄范围，突破户籍限制，为实际

生活居住在徐汇区的老年人提
供为老助餐，助力打造 15分钟

养老服务圈。
目前徐汇区全区设立老年

人助餐服务点 107家，为 5600

余名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每
月供餐约 126000客。其中新建

改建的 7家社区长者食堂既可
堂吃又能送餐，丰俭由己，深受

老人欢迎。社区长者食堂之外
还有 12家综合型助餐服务点，

集膳食加工配制、外送及集中

用餐于一体。

此外，为了弥补为老助餐
工作中的一些短板，徐汇区从运营方式、价格机

制、配送模式等方面作探索。首先提升餐食的质
量，从“吃得上”向“吃得香”转变，丰富菜品种

类，针对糖尿病患者开设无糖窗口，以及偏淡、
偏咸窗口等。同时科学搭配膳食，推出荤素搭

配、热冷搭配等十几种菜品，满足个性化需求。
徐汇区完善老人助餐的点位布局，与邻里

汇有机融合，实现就餐、社交、议事等功能融合。

湖南路街道有 1.9万名户籍老人，街道以邻里
汇所在的两栋楼为依托，建设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A栋一楼是社区长者食堂，目前已开出早餐

时段和午餐时段，下一步将视运营情况提供晚
餐。餐后，居民还可以到隔壁的“老克勒咖啡馆”

点上一杯咖啡，和三五好友聚会聊天。二楼是长
者照护之家。B栋还设置了社区老年人日间服

务中心、护理站等。

    本报讯 （记者 孙云）在杨浦区江浦路

街道“品质江浦 华彩滨江”2020年度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会议上，记者获悉，江浦路街道不

仅有“江浦大叔”“陈光发医疗志愿服务队”这
样响当当的志愿服务品牌队伍，而且，社区

志愿者在册人数超过 1.4万名，占全街道常
住人口的 13%，志愿服务在社区蔚然成风。

通过长期培育，江浦路形成了各具特色
的梯度式志愿服务队伍。在全街道的 24个

居民区里，各有一个社区志愿服务站；在园

区和企业里，还有许多上班族参加到企业的
志愿服务队伍中；同时，江浦路街道还有 10

支能力强、活跃度高的品牌队伍。

为了让这些志愿队伍拧成一股绳，江浦

路街道打破志愿服务团队通常只是埋头做

公益服务的固有模式，在 2017年成立社区
志愿服务中心，建立一套服务、指导、监督志

愿服务的工作制度，同时，充分发挥枢纽的
作用，通过链接社区、校区、园区的多方资

源，实现共融互通，将志愿中心打造成一个
资源、需求、项目、人员的集散地，以“志愿服

务菜单”的模式，真正将志愿服务、志愿精

神、志愿文化辐射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去年底，中心还制作了一套整合街道各

个团队资源的志愿服务菜单，让广大社区居
民来“点菜”，半年下来，志愿者们已经接受

“点单”300余次，为大家提供医疗康复、上
党课等各种服务，受到居民欢迎。

“三无”游客

    申城许多公园早已恢复开放，不过，入园时

测体温和出示随申码，仍是很多公园的“标配”。

这天正逢周日， 在闵行区合川路一家社

区公园门口，保安拦住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

只见这位先生戴着鸭舌帽，穿着一身运动装。

保安用测温仪在他手腕处测温后， 说道：“请

出示一下随申码。 ”“哎哟， 我来公园跑步的

呀。 手机从来不带的，没法出示。 ”

“你住在附近的吧？你们小区的出入证出

示一下也行。”“哎哟，这个我也忘记带了。”这

位先生两手一摊。

“身份证呢？”“哎哟，手机都没带，身份证
怎么可能带啦？”这位先生把运动裤上的两只

口袋拉出来，以表示自己“清白”。

当保安表示按照规定不能入园后， 这位

男士立马拉低帽檐，一溜烟穿过树丛，跑进公

园不见了。 后面排队等待测温的市民游客都
看愣了，直呼：“竟有这样的‘三无’游客！ ”

柳条鱼 文 孙绍波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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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们报纸的老订户、老读者了，订

阅了 40多年的新民晚报，没有断过！”今年

92岁的蒋振国老人，一见到记者就打开了
话匣子，“疫情期间，每天除了看晚报，就是

画社区抗疫题材的连环画，哪里也不去！”
记者拿过蒋老递过来的一叠画稿，仔细观

赏：“挨家挨户走访查”“二周昼夜未回家”
“包揽买菜送快递”⋯⋯这样内容的连环

画，蒋振国已经画了 40多幅。“他是在用连

环画描绘社区百姓防控疫情的暖心故事，
传递温暖和感动。”蒋振国的女儿蒋守芳告

诉记者。

家住静安区芷江西路街道光华坊小区

的蒋振国老人，原来是铁路单位的一名美术
工作者，退休后，他没有放下手中画笔。他擅

长用连环画反映社区的人情冷暖，至今已经
创作完成了 300多幅。

蒋振国老人住两居室，其中一间是创作
室，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这里度

过的。疫情来临后，平时不常出门的蒋振国，

就一门心思宅在家里。他画普通市民的防疫
生活，并配以“顺口溜”：“减少聚会访亲友，

不使病毒互传染。多在家中少在外，电话手
机可联系。”他画社区抗疫场景：“为防病毒

再扩散，基层社区管理严。外来返沪人员到，
前往居委来登记。”只要一拿起画笔，蒋振国

老人就几乎忘掉了时间。
“蒋老的作品画的都是周围人的故事，

真实感人接地气，也给大家信心和力量！”居

民们纷纷点赞。
用画笔记录历史、记录身边凡人的点点

滴滴，蒋振国老人一向很用心。2006年，他
开始用风俗画的形式，表现当时的闸北风土

人情，将身边一个个生动的场景描绘在画纸
上，各式各样的人物就画了 1170个，如做好

事的居民、购物的顾客、在社区学校学习的

老人等。景点有 60多处，像铁路上海站、宋
园茶艺馆、闸北公园、大宁国际广场等。包括

轨交、大小汽车等交通工具。历经一年，绘成
了一幅 10米长卷———社区“清明上河图”，

描绘出高楼林立、树木葱郁、车水马龙、居民
安居乐业的景象，让人感受到了社区繁荣、

和谐美好的生活。
本报记者 江跃中

    92岁的新民晚报老读者
蒋振国宅在家里画连环画

社区暖心事跃然纸上

逾一成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服务
江浦路街道推出“志愿服务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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