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来新生
“城中村”不再脏乱差

“住进新房，心里拔凉，小区周
边的环境还不如农村。”13年前，

告别土地的张贤明搬入青浦城区
商品房小区，因为紧挨着盈浦镇城

西五组，小区周边垃圾桶满溢、污
水横流，还有村民在附近的庵浜河

里养家禽，一到夏天味道更是让人

掩鼻快走。在上海中心城区，位于
普陀区真如镇街道和石泉路街道

交界处的红旗村，房屋群租、作坊

与小工厂混居，地块内私搭滥建严

重，消防设施严重缺失、通道梗阻
等隐患突出，一直是区域环境整治

的“硬骨头”。
一边是摩天大厦、宽敞整洁的

柏油路，另一边却是低矮破旧的村
舍、污水横流的狭窄街巷……在上

海，“城中村”一度成为环境脏、乱、

差的代名词。积极回应村民改善居
住环境的迫切愿望，2014年，上海

启动“城中村”改造，批准并确认改
造方案的 48个项目，包括青浦区

蟠龙村、青浦区盈浦城中村、普陀
区红旗村等。

冬日寒风飕飕，十多名工人在

蟠鼎路却忙得汗流浃背，有人拿着
对讲机负责指挥，有人忙着拆解树

木根部的编织物，还有人操控吊车

将大树缓缓地放置土穴中……
2018年，由徐泾资产?司、瑞安?

司和西虹桥?司共同出资，启动蟠
龙村改造。目前，项目内四条时政

道路、河道整治、水生态修复均已
竣工，正在进行?共绿地建设。

“城中村”改造不仅改善了村民
的居住环境，还为区域居民生活、经

济发展带来更多利好。“南横村地块
新建了一所幼儿园，俞家埭地块的

养老院也开工了。”在城西园广场，

张贤明和邻居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

是周边“城中村”改造的最新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紧邻国家会展

中心（上海）的蟠龙“城中村”项目
配置了 5万平方米?共地下停车库，

将有效疏导国展周边的交通压力，
一期建设有望于今年 10月竣工。

未来可期
“城中景”打造宜居环境

“在大幅提升生态环境的同
时，我们还保留、保护村庄内的文

脉，为村民留住那份乡愁。”瑞安?

司助理总经理边晓婧介绍，史料中

记载蟠龙有十景，最负盛名的有香
花桥、程家祠堂、蟠龙庵等。为最大

限度地展示蟠龙文化、呈现蟠龙风
貌、还原蟠龙历史，他们多次邀请

文物专家来实地查看、论证修缮方
案，制定“一物一方案”保护修缮计

划。同时，一些已经消失的古桥，有
望被根据史料一一复原。未来，蟠

龙古镇有“溪桥渔泊”“柳榆晚照”
的生活图景，“龙江古渡”“洛阳佳

种”的四时迭替，“曲水萦居”“江村

野店”的风情市集……将被打造成
一个以水为核的江南古镇。
“青浦区 4个‘城中村’项目正

在积极改造中，每个项目的改造方
案因地制宜，各有特色。”青浦区房

管局副局长童领乐介绍，蟠龙“城

中村”传承历史文脉是改造亮点之

一，盈浦“城中村”主要突出环城水

系的改造、生态保护，重固“城中
村”将重点围绕福泉山遗址的文化

保护，老集镇“城中村”则突出产业
升级和改善村民人居环境。
“在第一批 48个改造项目中，

绝大多数项目动迁完成或进入收
尾，动迁安置房建设和交付有序进

行。”冷玉英表示，“城中村”改造有
力推动了区域发展规划实施，对于

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村民住房条件、
推进“五违四必”整治和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等起
到积极作用。未来，上海将坚持“新

旧并举、统筹推进”，加快推进已批
项目的动迁收尾

及后续开发，有

序启动新一批次
的“城中村”项目

认定、改造。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打开手机，亮亮“健康码”。抗疫
以来，亮码通行，已成常态。 但对一
些老年人来说，“亮码”本身，就是一
种障碍。 “一网通办”，智能便捷，却
也让一些老年人不知所措。

新年伊始， 黄浦区行政服务中
心一系列“助老攻略”，让人眼前一
亮———跨越“数字鸿沟”，破解“数字
之忧”，“店小二”来啦！

巨鹿路 139号，黄浦区行政服
务中心，大厅里，候着能干的“智能
店小二”，借助“一网通办”可以办理
2700多个事项。 目前，36? 4.0

版智能“店小二”遍布淮海路商圈、

南京路商圈， 进驻 26栋重点楼宇

（园区），17个政务窗口，10个社区
受理中心，7个银行邮政，累计使用
超 6万余?，打通政务服务和企业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去年以来，市民得到智能“店
小二”的帮助，一个前提是，进入楼
宇大厅，先亮“健康码”。一些老年人
不用智能手机，或是不会“亮码”，还
能得到帮助吗？ 能！ 因为除了智能
“店小二”，还有传统“店小二”———

帮办服务团队， 协助老人家身份
验证、体温测量、引导老人到“为
老服务接待室”落座，提供全流程
代理帮办，“面对面”“手把手”，

让老年人充分享受政务服务智能
化红利。

办理中，若遇听障老人怎么办？

上周，智能“店小二”政务服务终端

安装了“手语视频服务”软件，无障
碍服务模式全覆盖。屏幕一头，连接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手语翻译
员”，另一头，连接听障人士；硬件软
件，双件合璧，“云沟通”，轻松跨越
过去看上去不可能跨越的 “沟通鸿
沟”。 就这样，智能“店小二”和传统
“店小二”，联手服务老人家，线上有
速度，线下有温度。

技术，跑得飞快，老人家们追
不上技术的脚步，总是大概率。 数
字时代，尊重老年人习惯，要让助
老服务“无障碍”。 2020年底，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28?会议表决
通过《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 条例
明确———本市为老年人交通出行、

就医、办事等提供便利；各级行政
管理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和

企业，在为老年人提供公共信息服
务时， 应当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
标准， 满足无障碍信息传播与交
流的需求， 推广应用符合老年人
需求特点的智能信息服务； 为老
年人提供公共服务时， 应当充分
尊重老年人的习惯， 保留并完善
传统服务方式。

可见，地方立法的鲜明价值取
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赋能
社会生活，助力社会治理，作为一
种工具，“数字化”本身也要服务于
跨越助老“数字鸿沟”，助力于破解
助老“数字之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一种同
理心、慈悲心；数字化，则是公共
服务的一种工具， 却非唯一；所
以，法定规范是———充分尊重老年

人的习惯， 保留并完善传统服务
方式。

前两天，在公交车上，听一位老
太太跟一位老先生说，交电费，都变
成电子账单了，这可怎么办呢？老先
生说，没事的，电力公司说了，也可
以到营业大厅办理呢！

没错， 电力公司遵从法定规范
的价值取向，保留了传统服务方式。

新年里， 相信众多公共服务机构的
“店小二”们，不仅保留，还会不断完
善传统服务方式， 让老人家们的日
子过得更舒心。 起码，巨鹿路 139

号的“店小二”们先表态了：继续梳
理政务服务领域涉老高频服务事
项，加强传统服务兜底，让智能化、

信息化真正普惠所有群体———老人
家们，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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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民声

■ 改建中的青浦蟠龙村地块上保留了一些老桥、老屋，不远处成片的住宅楼正在拔地

而起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积极回应民声，更多“城中村”将被打造成安全舒适的家园

“城中村”蝶变“城中景”

这里环境好了，还能找回儿时记忆青浦区徐泾镇蟠龙村村民 侯哲宁

民码听民声

破解“数字之忧”
姚丽萍

新民眼

    在距离蟠龙村一?里外的明

珠路上，就能看到一台台高高竖起
的塔吊。昨天下午，侯哲宁回了一

次蟠龙村，发现村里已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一幢幢年久失修的砖土

房屋已经被拆除平整，经过生态综
合治理的蟠龙港河道宽敞、碧水潺

潺，新修建的柏油马路、附有青砖

铺设的人行道，每隔几米就有一根

智能路灯杆……

“我家老房子拆了，附近老屋、
老街、古桥都被保留下来了，还能

找回儿时的记忆。”侯哲宁指着崧
泽大道方向说，20多年前，他每天

踏在蟠龙南街青石板路，穿过老街
的茶馆店、粮油店，前往蟠龙小学

读书。这条走了几年的上学路，成

为侯哲宁儿时最美好的记忆。“那

时，蟠龙港的水很清澈，时常看见

船只从蟠龙港通过。”侯哲宁回忆
道，放学后，他和玩伴们一起聚集

在香花桥附近，玩抽陀子、滚轮子、
造房子等弄堂游戏，直到天黑被妈

妈喊回家吃饭。
近年来，紧邻虹桥商务区的蟠

龙村居住环境每况愈下。“年轻人

外出求学、进城工作，一大批闲置

房屋被出租，每间房屋每月租金约

为 200元。”侯哲宁回忆道，随着大
量流动人口涌入，曾经充满人情味

的小村庄“病”了：随处可见违法搭
建、私拉电线；老街地面残留着一

层厚厚的油污，街巷被一个个地摊
挤“瘦”了；一些租客索性将污水管

通入河道口，犄角旮旯的地方成为

天然垃圾场。经过居民意愿征询等

一系列程序，蟠龙村的村民陆续搬

离老屋。截至 2020年 12月底，该
项目长约 2.2 ?里的 5 条市政道

路全部竣工，3万平方米河道整治
和水生态修复如期完成。

更让蟠龙村的村民开心的是，

一个月前，蟠龙“城中村”改造动迁
安置房———蟠龙馨怡家苑已破土动

工，向美好生活又迈进了一大步。

“冰封”多日的申城渐渐回暖，昨日午
后，青浦区盈浦镇翡翠国际花苑的居民张
贤明捧着一杯菊花枸杞茶，去小区旁城西
园晒太阳聊天。城西园所在地———城西五
组，曾是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城中村，如
今已成为大家共享的花园绿地。

民心工程，惠民利民。2021 年，“城中
村”改造被列入上海市第一批民心工程，
更多“城中村”将被打造成“城中景”，成为
人们安全舒适的家园。上海市房管局副局
长冷玉英表示，上海第一批 48 个“城中
村”绝大多数项目动迁完成或进入收尾，
已经改善了 2.44 万户村民的居住条件，
新一批次“城中村”项目的认定、改造将有
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