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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因患胃癌被切除五分之四

的胃，但大病初愈后没有接受组织
上的“照顾”，依然坚持到社区一线

工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有位

大名鼎鼎的“小李书记”，10年的时

间里在 6个居民区工作，许多曾“老

破小”的小区经过她的管理后，掀起
了“网红”的流行风。她就是如今担

任长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的李秀
勤，曾获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上

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全国
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称号。

全职妈妈转为干社工

在长岛居民区，记者见到了李
秀勤。今年 49岁的她一头短发、瘦

小精干、说话干脆利落。说到当社
区干部的缘起，她坦言，2011年，

当了 10年全职妈妈的她打算重回
职场，看到浦兴路街道招聘社工就

报名了，“当时我和许多人的想法

一样，离家近、事少、能照顾家。”
抱着这种“错觉”，李秀勤走上

社工岗位，当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如
潮水般向她袭来，她才发现自己错

了。如今的社区早不是人们印象里
那样，各种各样的工作千头万绪，

居民们的诉求也纷繁复杂。如何
才能将工作做好？她决定从头做

起。当全职妈妈之前，她有过 5年
酒店管理经验，和人打交道是强

项。于是，她一户户地拜访居民，听

社区里的老党员、志愿者、热心人

传授经验，每天早出晚归。休息时

间，也常常捧着各类书籍，如饥似
渴地学习着。

被亲切称为“我们的小李”

“60号楼道老太很不讲理的，
她对菖蒲开的白花，一直都耿耿于

怀，你也别指望和她谈妥任何事，
老太说了，除非把菖蒲全部拔了。”

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时，李秀勤
表情严肃地走过来说：“对居民要

敞开胸怀，而不是给居民贴标签。
如果你连耐心倾听都不会，那你怎

么去和居民沟通、帮他们解决问
题？”社区干部顾永敏表示，李秀勤

常常说，“只有你把居民的事情放

心里，居民才会把你放眼里。”
一头扎进社区工作的李秀勤，

把小区当成了自己的“家”。浦东新
区社区服务中心的杨旭回忆，2013

年，自己因为荷五居民区的彭阿姨
议事会，结识了李秀勤。在她的带

领下，好主意、金点子一个个被
“磨”了出来：成立种植队、编织组，

打造“一园一墙一平台”，居民热情
被激发出来，社区的环境得到了很

大的改善。李秀勤还和种植队的队
员尝试用废旧轮胎、自行车、洗衣

液瓶种花、做景观，没想到后来成
了“网红”，很多外街道、外区甚至

外地的居民区都慕名来参观学习，
一时引领了轮胎花园的“潮流”。

随着小区里的熟面孔越来越
多，李秀勤的工作也渐入正轨，从一

开始的“个宁啥宁”，到后来“我们的

小李”。“称呼上的变化，是居民对我
工作最大的认可。”李秀勤说。

工作室经验复制推广

大病初愈后，中大居民区成为
李秀勤重返岗位后的新阵地。中大

居民区有一处约 3000 平方米的
“小森林”，里面水杉林立、菖蒲簇

簇。“曾经这里垃圾成堆，是小区的
死角。”中大居民区的志愿者李钧

良告诉记者，李秀勤来了后，发动

居民和社区单位资源，把花园的垃
圾统统清理掉，装了好几卡车。她

还请来大学里研究园林的专家对
中心花园重新设计，组织专业团队

施工。如今的中大小区花园种着樱
花树、桂花树等，四合院里建了凉

亭、长廊，成为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为了把李秀勤的基层工作经
验复制推广，“李秀勤书记工作室”

应运而生。李秀勤总结了“三 qin(g)

三 xiu”的“六字诀”工作法———擎、

情、勤、嗅、绣、秀，即以党建为“引
擎”，以激情、勤奋服务社区，以嗅

觉敏锐把握社区治理体征，以绣花
针穿起各方资源，以自治共治秀出

基层治理风采。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面临选择

的十字路口，无论向左还是向右，
想好了就坚持向前———这是我的

座右铭。”李秀勤说。这也是李秀勤
不畏病魔，用言行诠释的共产党员

初心和使命。 首席记者 宋宁华

    昨天，“市人民建议征集

办公室成立一周年”座谈会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召开。党

史教育专家、优秀建议人、基
层建议征集工作者、职能部

门代表、法学专家、青年代表
等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坚持

建议征集工作的一切成绩来

源于人民，一切成果要惠及
于人民。

优秀人民建议提出者代
表罗克平发自肺腑地讲述了

他在参与人民建议征集过程
中切身体会到的三个“有幸

见证”：有幸见证了上海市人
民建议征集工作机构“从无

到有”；有幸见证了人民建议

征集内容从“起步”到“丰
富”；有幸见证了人民建议征

集工作从“优”到“精”。
早在 37年前，罗克平就

开始提建议，但只是在报纸
上呼吁，“落地”效果不尽如

人意。他说：“可喜的是，2011
年 12月，上海市信访办正式

设立人民建议征集处。去年
的今天，2020年 7月 17日，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揭牌成立……我们建议人终

于有了自己的‘娘家’。”
近年来，人民建议征集

机构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常
常围绕建议的背景、操作的可行性

等与罗克平进行深入探讨和反复沟
通。比如，今年 5月他提出的《关于

在地铁黄陂南路站设立中共二大会
址指示牌的建议》，就得到了申通公

司的积极回复和迅速落实。在人民

建议征集这条“绿色通道”上，他提
出的关于医保、民政、养老等建议，

直接摆上了市领导的办公

桌；从提出建议到解决问
题，最快的一次不到半天时

间，这些都是他以前不能想
象的。

“人民建议使我的‘夕
阳红’生活更加多彩！很有

幸，与人民建议征集共美

好！”这是罗克平的心里话。

“在广渠道、多形式征
集建议的同时，我们高度重

视建议成果转化。”杨浦区
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主任

孟涛介绍，在“怎么旧改听
我说”活动中，针对居民关

于“房源选择面窄的建议”，

经多方协调，新增 4处不同
区域、不同规格的房源供居

民选择；在“三门路下立交
通车”活动中，针对市民提

出的人车分流，公交、地铁
换乘不便等建议，在横跨淞

沪路、闸殷路和三门路的五
路交叉口建造了一个钻石

形的空中连廊，既方便居民
过街，也与周边办公楼、公

交枢纽、轨交站点、地下空
间等无缝衔接，为市民打造

了可漫步、宜休憩的“城市
客厅”。

孟涛真切地希望，以人

民建议征集立法为契机，不断创新

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模式，让群众“金
点子”都能转化为治理“金钥匙”，让

主动征集成为重大民生决策的前置
性程序，让想建言、会建言成为公民

普遍素养，让征集工作有人干、干得
好成为常态，在全社会营造形成人

人参与人民建议征集的良好生态。

本报记者 屠瑜

    本报讯 开启宇宙之眼，共

赴星空之约。作为全球建筑规模
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上海

科技馆分馆）昨天正式开馆。市委
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并与国家

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市委常委、
副市长吴清，市委常委、临港新片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朱芝松，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共
同启动“宇宙之眼”开馆装置。

开馆仪式上，原创诗朗诵《星

空下的梦想》讲述了上海天文馆

从无到有、闪耀开馆的生动历程。
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自然科学

博物馆学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北京大学天文系以及世界各地的

天文学家纷纷发来贺词。现场，与
会嘉宾为天外来物———月壤入馆

揭幕，这份珍贵的月壤样品由嫦

娥五号带回、国家航天局提供，
被封装在水晶球中，从此入驻

“征程”展区，观众可近距离观

看。仪式后，与会嘉宾还一同参观

了展馆。
上海天文馆的建成开放，标

志着上海科技馆迈入集科技馆、
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合一”

的超大型综合性科学技术博物馆
集群发展新阶段，将进一步彰显

上海城市软实力，推进新时代博

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

活需要。

临港滴水湖畔，开启宇宙之眼
“嫦五”带回的月壤样品入驻，龚正等启动开馆装置

只剩五分之一胃，

她仍坚守社区一线
———记浦东长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秀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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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马亚宁）“真的

很激动！早上 7点半就到这里了，很
期待看上海天文馆的傅科摆，特别

是那台国内最大的科研科普两用一
米光学望远镜！”今天上午 9时 30

分，家住静安的茅译文，第一个刷脸
进馆，成为上海天文馆对公众开放

后的首位游客。这位刚参加完高考

的上海男生，提前一周抢到了门票，
做好攻略，来赴一场星空之约。

可以近距离了解宇宙、感知太
空的天文主题科普教育场馆———上

海天文馆，开放首日即迎来大客流。

上午 8时许，天文馆门口处的“圆洞

天窗”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聚拢

起来，队伍蜿蜒。“这是‘圆洞天窗’，
夏至日会洒下一个金色的光环”，

“我们所在的这个建筑本身，就像一
个巨大的时间机器”……队伍里，有

不少“天文粉”聊起了馆内外藏着的
“宇宙物语”。

走进天文馆，阳光从“倒转穹

顶”的镂空玻璃洒下，螺旋上升的
三层悬臂，环抱着因地球自转而摆

动的傅科摆，将观众一下子拥入了
宇宙之怀。绕过傅科摆，观众眼前

出现了两条风格迥异的“宇宙之
路”，一条是寻着“家园”“宇宙”“征

途”的展示设计，走入“暗黑系”的

星空秘境，感受星辰无涯；另一条
是通向科技感十足的球幕影院区

域。巨大无比的悬浮式倒挂半球，
银色高冷。影院内部，超高清显示

屏的分辨率达 8K，给观众带来遨
游宇宙的沉浸感；影院外围，是另

一个神奇的圆洞，阳光透过它洒到

影院下方的观众休息区域。根据建
筑设计，同样是夏至那天的中午 12

时，阳光会在圆形休息区域形成一
个完整的金环。

看遍日月星辰，走到屋顶室
外，“倒转穹顶”带领观众走入了对

话宇宙的绝佳之境———一个得天

独厚的观星平台。这里同时容纳 40

人进行观测，通过独有的异型建筑

设计，“地平线”被重塑，参观者可
不受任何周围建筑物的干扰，白日

问天，夜观星辰，体验星海浩瀚，沧
海一粟。

“苍茫宇宙加上未来科技，上海

天文馆让我体验了不一样的天文之
旅！”现场不少观众去过北京天文

馆、纽约航母上的小型天文馆、洛杉
矶的格里菲斯天文台等世界各地的

天文展馆，上海天文馆创造的这段
独特“星空体验“，充满了当代天文

的科技感，与众不同，让人难忘。

5年前，一直为建设上海天文
馆鼓与呼的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叶叔

华院士，曾描述过心目中的上海天
文馆：走进天文馆若只能看到太阳

地球、星星月亮，那是远远不够的，
无论妇孺老弱，不管专业背景，走进

天文馆都能有所得、有所悟。

而上海天文馆也从今日开始，
绽放出真正的生命力，努力着让“不

管是小孩、来自弄堂的大妈大爷以
及中学生、大学生，还是天文学同行

都能有所得益，不仅是世界上最大，

更是最好的天文馆”。

上海天文馆今迎来公众大客流
无论妇孺老弱，不管专业背景，进馆都能有所得有所悟

■ “家园”展区吸引了许多观众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两优一先”展风采

    优秀建议人
感慨良多

    “金点子”化为
“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