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一周多云为主
需关注“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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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中心城区第一个开工
加装电梯，到如今小区 4个楼栋全
部成功加梯，静安区华怡园小区硬
是把一个市中心的老公房小区变
成了电梯房小区！ 八年“磨一剑”，

这个 40 年房龄的老小区堪称奇
迹，仔细剖析，从中可以得到很多
启示。

老房加装电梯有多难？ 有人
说是“天下第一难”：专业性强、流
程复杂、申请繁琐、协商困难、一
楼反对、 施工不易……其他小区
碰到的这些问题， 华怡园也都碰
到过。 几年来，我曾多次采访过华
怡园小区， 发现成功推进的关键
在于核心组织和核心人物———美
丽园社区共建联合会和会长陆
纯。 陆纯是区人大代表，工作单位

就在小区边上， 他深知老人上下
楼的艰难， 也曾为这事通过区人
大进行呼吁。 2011年，上海出台
了支持多层住宅加梯的第一个文
件，2012年， 老年基金会选择了
全市几个小区捐赠电梯， 华怡园
成为其中之一。

申请加梯应以业委会为主体，

但小区业委会成员大多是老人，看
到他们无力牵头加梯工作，陆纯就
主动牵头了这件事。他和所在的美
丽园居委会摸着石头过河，协调居
民、 区各有关部门以及施工单位，

经过 2年的努力，终于在 2014年
为 1号楼顺利装上了电梯。这也是
老年基金会捐赠的一批电梯中唯
一“落地”的一台，华怡园成为上海
这桩老龄化社会民生大事的“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

紧接着，华怡园又在 3号楼和
4号楼开展了这项工作，联合会秘

书长费旻挑起了大梁，居民区党总
支也积极参与。 有了成功的案例，

后面就能拷贝不走样？其实不然。3

号楼的加梯工作先后经历了 4年
多时间，在居民协商方面还曾经走入
“死胡同”。2018年市人代会期间，我
曾和市人大代表吴坚走访华怡园，了
解到其中的艰辛和做群众工作的智
慧。 “不着急，但不放弃”，是陆纯的一
个原则。 楼上楼下居民矛盾由来已
久，底楼居民坚决不同意，怎么办？

那就慢慢来， 不仅要做楼下居民的
工作，更要做楼上居民的工作。让楼
上居民先退一步，才能海阔天空。而
图纸、方案更要多听各方意见，取得
最大公约数。 最终“死结”解开，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

八年辛苦不寻常。 小区加梯
“全覆盖”的背后，是社区共建联合
会、 居民区党组织锲而不舍的精
神。八年来，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华

怡园所在的基层党组织的决心始
终没有变过，而在工作中，则倾注了
极大的爱心和耐心。他们深知，一部
电梯是“悬空老人”的热切盼望，也
是老龄化社会的刚需， 事关广大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时下，加装电梯在全市遍地开
花，华怡园的成功经验可为其他小
区提供借鉴。 比如，缺少牵头人是
不少想加装电梯的老楼的先天不
足。 华怡园加梯工作的牵头人，是
没有利益关系的社区共建联合会，

他们作为“第三方”来做楼上楼下
居民工作，更有优势。 而居民意愿
协商难， 更是加梯工作最大的瓶
颈。 在不少楼栋，因为一两户低楼
层居民的反对而无法实施，楼上居
民心急如焚， 楼下居民却无动于
衷，两下“硬碰硬”，越来越僵。 那
么，居民区党组织应该作为“第三
方”，承担起做群众工作的重任，学

一学华怡园的工作方法，汇集各方
智慧，有艺术地化解矛盾。

八年辛苦不寻常。更令人欣喜
的是，不仅仅是华怡园各方辛苦终
有回报，八年来，上海全市加装电
梯工作也在大踏步地前进。有关部
门不断出台办法， 简化申请手续，

去年又出台新政， 降低了门槛，增
加了补贴，为这项民生工作又添了
“一把火”。 从全市层面来看，从每
年一台、两台，到后来的几十台、上
百台，再到去年的立项 952台、启
动实施 411台、完工 221台，推进
速度越来越快。华怡园所在的静安
区，还连续两年把多层住房加装电
梯列入区政府实事项目，得到群众
的欢迎。

八年辛苦“磨一剑”，换来居民
笑开颜。 华怡园加装电梯全覆盖，

是上海社区自治共治的一个经典
案例，值得推广。

华怡园八年“磨一剑”的启示
邵 宁

新民眼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这几个月
中，“随申码”可能是大家生活中使用
最多的二维码之一。现在，除了防疫

外，“随申码”还可以坐公交、地铁和看
病了。昨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市

政府新闻发布会，市政府副秘书长赵
奇介绍了“随申码”应用服务相关情

况，并正式向社会宣布：在前期试运行
基础上，“随申码”支持市民乘坐地铁、

公交、轮渡等出行以及到公立医院“凭

码就医”等功能正式上线运行。

看病可不带医保卡
昨天下午 2时 30分，张女士来到

徐汇区中心医院看病，她掏出了手机

而不是医保卡，打开“随申码市民云

App”后，她在首页点击医保卡选项
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电子医保凭证，

在医院前台自助挂号机上感应“随申
码“后，张女士得到了一张预约单据，

等待叫号就能去看病。
“我是在 1个月前发现‘随申码’

多了这个功能，看病可以不带医保卡
了。”张女士告诉记者，用“随申码”看

病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医生在完成就诊
后可以直接扫码开药付款，直接支付

省去了排队付款的时间，节约了一半
的时间。

徐汇区中心医院副院长葛春林告
诉记者，病人来到医院看病，其实大量

的时间都浪费在了排队上，如今使用
“随申码”挂号后，可以节约大量的时

间，提升病人的就医感受，也优化了医
院的效率。现场医生告诉记者，如果第

一次来医院看病，还是需要带好医保
卡挂号，但如果不是第一次来该院就

医，就能使用“随申码”就医。
在新闻发布会上，市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赵丹丹表示，本市医疗付费“一
件事”工作已于 8月 24日完成，实现

了全市公立医疗机构的全覆盖。市民可

以通过手机在线申领“随申码·医保”中
的“医保电子凭证”，实现扫码挂号、脱

卡支付。如果出门忘带医保卡或在就医
过程中出现医保卡损坏、丢失等情况，

都可以通过“医保电子凭证”继续完成
就医流程。

此外，针对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

电子凭证”尚未覆盖儿童患者的情况，
本市充分挖掘“随申办”移动端的“亲属

随申码”功能，目前已实现“儿童医保电
子码”的申领和使用。也就是说，“随申

码”支持未成年人利用家长的“亲属随
申码”实现医保看病就医及支付。

公交地铁“先乘后付”

昨天下午 3时，在人民广场武胜
路公交车站，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

限公司的销售服务部经理王剑展示了
“随申码”在公交上的应用。只见通过

简单的操作，就能将“随申办”App中
的“乘公交”与微信支付绑定，乘坐公

交车时扫码即可。王剑告诉记者，公交

卡公司采用“脱网验证技术”，先乘车、
后付费，提升了出行体验，提升了支付

效率，成为众多公交支付方式的另一
种补充。

据市交通委副主任董爱华介绍，
2020年 5月以来，市交通委会同久事

集团、申通集团，配合市大数据中心，
开展通过“随申码”整合乘车二维码的

工作。7月中旬已经初步完成两个二

维码在“随申办”App中的调用、展示
及使用功能，市民可在“随申办”App

中，分别找到“公交”“地铁”按键使用。
目前，市民乘客可以通过“随申办”

App实现刷码乘坐地铁、公交、轮渡等
公共交通出行。据统计，功能上线 1个

月以来，通过“随申办”App开通“上海
地铁二维码乘车服务”的用户超过

15.8万，开通“上海公共交通乘车码”
的用户超 8.1万。

赵奇表示，下一步上海将围绕市
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以及企业生产

经营等场景，深入推进“随申码”在各
个领域的应用，到 2020年底，进一步

完善“随申码”功能体系，开展“随申
码”各场景应用试点，总结试点经

验，加快复制推广。到 2021年底，上
海将实现深度运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5G 等先进技术，继续在社会治
理、城建交通、文旅体育、司法管理、

赛事活动、信用权益等领域，分类推进
“随申码”应用。

“随申码”新功能
看病乘车都能用
使用范围还将持续扩展

    本报讯（记者 马丹）今天一
早，申城阳光灿烂，东南风相伴，
一扫前段时间炙烤体感。白天云

系增多，午后局部地区会有短时
小雨。据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未

来一周，本市基本都以多云天气
为主，下周中期会有一些午后阵

雨或雷雨，气温也会比前期明显

下降一个台阶，最高气温估计只
有 30-32?，但是，总体比较干

燥，市民注意多补水。
今年夏季可谓冰火两重天，

前期暴力梅肆虐，后期高温不断，

好在酷暑逐渐进入尾声，仿佛嗅

到了几丝秋的气息。根据气象意
义的入秋标准，立秋之后，上海日

均气温连续 5天不超过 22℃，方
可判定入秋。通常来说，上海的秋

天大多在秋分节气之后，常年平
均的入秋日为 10月 2日。上海气

候中心的秋季预测近日出炉。据

预测，今年秋季总体秋高气爽，气
候宜人，降水总量 220~260 毫

米，较常年略偏少，气温 20℃左
右，较常年略偏高，初霜日期较常

年 11月 24日偏晚。

上海气候中心提醒，近几

年，秋季台风易北上影响华东
东南沿岸地区，需加强关注后

期西北太平洋的台风动向。目
前，今年第 10 号台风“海神”正

在海上活跃，今天 5 时中心位
置已经移动到位于距离日本九

州岛南偏东方向约 1350公里的

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不过，据预
计，“海神”对本市没有明显影

响，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海域，强
度继续加强，后期可能会影响我

国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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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贸会今晚开幕
上海展台“抢先看”

    新冠肺炎智能辅助分析系统、虚拟电竞驾驶舱、可

听可看的有声明信片……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今晚将在北京召开，上海作为主宾市应邀参展，

一批重量级展项亮相。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 上海展区的 C919国产大飞机模型

▲ 上海展区特设体育与电竞展区，观众可现场体验原创游戏与虚拟竞速设备

荨 上海主宾市展区集中展示上海服务贸易 30年

来的创新发展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