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村居添置的触摸屏， 将信访服务

端口前移至小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姚丽萍）

目前，市级消防物联网平台正在建
设部署，计划 2021年底接入全市

大型商业综合体和超高层公共建
筑的消防设施物联网数据。今天上

午，记者从市人大常委会《上海市
安全生产条例》修法推进会获悉，

“随申拍—大数据治理”将为参与
城市安全、社会共治的各类群体赋

权赋能。

目前，上海正在不断完善社会
共治，拓展线上线下多种举报渠道，

探索用“随申拍”随时随地发现、举
报违法行为和隐患，提高隐患、风险

发现能力。其中，浦东新区开发“消

防隐患管理系统”，通过手机 App

提供专项治理隐患排摸与群众身边
隐患拍照举报功能；普陀区曹杨街

道通过“社区消防”微信公众号，在
居民楼、沿街商铺张贴二维码，提供

街镇网格消防巡查打卡与群众举报
消防隐患的功能；松江区在全区厂

房仓库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中推

行了“一建筑一消防安全码”系统，

实现企业基础信息采集和监督检查

过程的动态管理。
此外，徐汇区的“汇治理”App

涵盖丰富的消防元素，网格巡查中

及时记录并处理发现的消防隐患，
并为市民和志愿者队伍提供随身

拍火灾隐患的功能；宝山区大场镇
开发网格化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辖

区企业扫码注册后定期填报基础

信息与消防隐患查改内容。市消防

总队也开发了火灾隐患举报小程
序，为公众提供身边火灾隐患随手

拍的功能。

在“随申拍”之外，数据汇集共
享也将助力城市安全共治。目前，

市级消防物联网平台正在建设部
署，计划在 2021年底接入全市大

型商业综合体和超高层公共建筑

的消防设施物联网数据，通过系统

对接方式收集企业基础信息与消
防巡查数据。

此后，针对新工艺和高风险企
业，还将要求企业传输、共享楼层平

面图纸、消防设施施工图纸等材料，
为消防执法提供依据，为火灾发生

后确定灭火战术及搜救路径提供数

据支撑。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修法推进会上午举行

“随申拍—大数据治理”赋能城市安全共治

    本报讯（记者 屠瑜）昨天下

午，上海信访“家门口”服务指数暨

信访工作示范区（街镇）建设现场
会在松江区新浜镇召开。会上宣读

了国家信访局给予松江区全国先
进的表彰通报。

市信访办主任王剑华介绍，上

海信访“家门口”服务体系的建设，

是上海信访工作对新时代“枫桥经
验”的深化，是对全天候、全市域

“家门口”信访工作的数字化表达。
此次在松江推进的信访“家门口”

服务指数，从领导责任、法治规范、
多元化解、建议征集和基层治理等

五个维度重点考察街镇信访工作
开展情况，涵盖“信”“访”“网”“建

议征集”“复查复核”等多业务范
畴，不同维度、不同范畴赋予不同

分值，通过场景、算法可视化呈现
各责任单位的“分数”，服务水平怎

么样，通过指数一目了然。
在源头治理层面，松江区积累

了丰富经验。松江区信访办主任黄
建春介绍，一方面坚持党建引领，

推进源头预防。选优配强村居基层
党组织，健全社区党支部发动、服

务、引导群众功能，引领村居委会、
业委会、物业“三驾马车”强化自治

共治，促进矛盾就地、多元化解，建
立健全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和日常

动态排查制度，使矛盾发现在早、

化解在小，以村居、社区“小和谐”

构建社会“大和谐”。同时，坚持服

务群众，推进体系预防，推动工作
重心下移，提升基层处理矛盾的综

合能力。在村居添置触摸屏和自主
开发手机端应用软件，将信访服务
进一步下沉至村居，信访服务端口

前移至小区楼道，打造“服务不缺

位”的基层社会治理升级版。
围绕保障长三角 G60科创走

廊、新城发力、松江枢纽“三张王
牌”的建设大局，松江不断强化“家

门口”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行“两
见一到”“四个一遍”“一访一群一

策”“线上线下双循环”等工作措

施，变窗口接访为主动下访。广泛
开展“科创、人文、生态”金点子征

集活动，将征集队伍向科研院所、
院校、社区、企业等领域延伸，充分

发挥人民建议征集在调处信访矛
盾中的积极作用。

据了解，针对全市来访接待室

工作水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市信
访办坚持“分步走”方案，确定了

2017 年以市级为引领、2018 年以
区级为重点、2019年推广到街镇，

分阶段实施“人民满意窗口”标准
化创建路径。经过四年创建，上海

市已形成市、区、街镇、村居“1+16+

214+6000”四级架构“人民满意窗

口”工作格局，并以标准化引领区

域一体化、规范化和智能化建设，
形成了统一形象、品牌建设、多方

参与、公共服务、智慧信访等鲜明
的上海信访特色，体现了“人民满

意窗口”创建的上海信访质量。
王剑华表示，全市范围持续优

化“家门口”服务指数，要拿出“比

学赶超”的劲头，坚持问题导向全
面提质，主动研究服务指数，了解

指数内涵，摸清功能应用，借助信
息化手段补短板、强弱项，实现“家

门口”信访服务指数从“塑形”到
“铸魂”跨越提升，切实提升群众获

得感、满意度。

变窗口接访为主动下访
松江：“家门口”信访服务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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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四万人打卡，武康路“火”在哪
秦 丹

新民眼
    每天四万人打卡， 浓缩历史
和文化的武康路火了。 129号阳
台上绑着的一条粉红蝴蝶结，在
网络上很快唤醒了上海市徐汇区
这条街道的“前世今生”，80 岁奶
奶因为浪漫、品质生活，与武康路
一起成为“网红”，引来全国各地
乃至世界各地许多游客的关注、

造访。

武康路之于游客，就像是上海
这座城市发出的一张文艺风名片。

有一位从成都背包来此打卡的李
姓男青年， 在他的眼中， 建筑优
秀、 人文气息浓郁， 武康路代表
“半部上海近代史”。 对近代民主

革命家黄兴、钢铁大王朱恒清、锦
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 文学巨匠
巴金、著名演员孙道临、漫画家张
乐平等，他如数家珍，说尽管现在
看视频、图片都很方便，但自己还
是想身临其境来感受一下武康路
的气质品格。

武康路的建筑可阅读， 还宜
居，堪称典范。 道路两边的欧陆风
情建筑移步换景，随?可见的西班
牙式、法国文艺复兴式建筑书写着
文艺气质。 2011年 6? 11日，上
海市徐汇区武康路入选由文化部
与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第三届“中国
历史文化名街”。值得一提的是，这
条街道的景象，由每一位文明的游
客共同构成， 在许多视频和图片
里，游客常会被拍中。 上海的老房

子、老住客，那一份文艺的优雅气
息，也共同组成了一道道风景。 当
问及一位老住客因何一直住在这
里， 他说：“这里有老上海的味道，

也比较喜欢周边的氛围。 ”

在上海，武康路并非“得天独
厚”。 梧桐叶、咖啡馆、老弄堂，上
海有很多值得去走走的老街道。

比如， 上海颇负盛名的休闲娱乐
一条街衡山路， 很显品位和风格
的淮海路， 集人文和时尚底蕴于
一身的思南路， 曲径通幽的多风
格文化街多伦路等等， 就不一一
细数。 一座城市由一条条街道组
成，而富于特色的街道，往往以各
自的独特气质， 共同造就这座城
市的气质。

好的城市首先是安全舒适的。

像在武康路，你会时不时地闻到咖
啡香； 漫步全长 1183米的街道，

你会经过优秀历史建筑 14?，其
他历史建筑 37?；武康路是上海
64条“永不拓宽”的道路之一，沿
路小洋楼高度不超 16米，街道高
宽比接近 1:1，?无压迫感，踏足
其间会感受到生活的品质；家具设
计馆等小心地控制着客流，在疫情
防控下，同样给你舒适的安全感。

好的城市一定也是包容的，包
容你首先包容你的味蕾。 武康路
上有不少“吃货”可去的小店，比
如 202 号老牌网红店 Brunch，

不少外国友人喜欢在此点餐，这
里除了色拉、汉堡、三明治等，还有
越式河粉、日式咖喱鸡肉饭、亚洲
风味主食等。许多年轻人光顾武康

路，有不少是想感受一下网红冰激
凌到底啥口味，或是三三两两在一
些店的露天庭院里喝喝咖啡。

百年前建成的各式洋楼如今
依然屹立在武康路，见证和讲述着
上海的百年故事。 建于 1924年，

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武康
大楼，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

宛如一座雄赳赳、气昂昂的巨轮。

早年像蜘蛛网一样密布的高压电
线， 两年前在市政改造中被埋进
地下， 空间清朗的武康大楼更显
气派。

就像人人都应该是城市软实
力一样， 每一座建筑、 每一条街
道，因为景观灯光、人文底蕴、商
业形态等打造的提升， 都可能成
为这座城市的软实力。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