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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凯上午在接听热线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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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绣花一样精细，让城市治理

更有温度。今天上午，市建设交通工
作党委副书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主任姚凯走进本报夏令

热线，接受专访。姚凯表示，要用好
“三心一针”（细心、耐心、卓越心和

一根绣花针），在细微处下功夫、见
成效，把城市管理精细化的触角延

伸到每个角落。

推进新一轮“精细化”

“上海城市管理精细化第一轮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已圆

满收尾，42项主要实施内容全部完
成，22项指标超额完成。”姚凯表

示，上海连续开展三轮“五违四必”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累计拆除量达

到 1.6亿平方米；完成 360公里道

路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拔除各
类立杆 4万余根，平均减杆率达到

60％；完成本市约 1500条（段）内部
道路治理；完成 426个“美丽街区”

创建；实现黄浦江两岸 45公里公共

空间贯通开放和品质提升，基本实

现苏州河中心城区 42公里滨水岸
线贯通开放；实施各类旧住房更新

改造 5300余万平方米。
“目前，我们已经编制完成城市

管理精细化‘十四五’规划以及新一
轮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许多

工作已在推进实施。”姚凯说，编制

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包括12345、
962121等热线和媒体报刊，来梳理

市民群众反映最集中、最迫切的问
题及需求，广泛征集进一步加强城

市管理精细化的意见和建议。
下一阶段，上海城市管理精细

化的工作任务还很多。比如，围绕街
区可漫步，深耕“美丽街区”建设，巩

固第一批市级“美丽街区”建设成
果，启动第二轮“美丽街区”建设；围

绕建筑可阅读，加强对历史建筑、风
貌街区的保护修缮等；同时，以轨交

出入口、桥荫桥孔等薄弱环节、薄弱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为契机，深化街
头广场、路面、水面、建筑立面、城市

家具等 5项品质综合提升行动，推
进公共空间全要素治理，让我们的

“城市表情”更加打动人心。

6项民心工程升级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确定的 16

项民心工程中，市住建委承担一江

一河贯通提升、旧区改造、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

“城中村”改造等 6项，都事关城市
长远发展和百姓福祉。

“以落实民心工程为抓手，深入

推进为民办实事。”姚凯表示，围绕
滨水可游憩，进一步打造“一江一

河”沿岸亮点，完善驿站等公共设施
配套，全面提升功能品质；在旧区改

造上，结合城市更新工作，进一步提

升老旧住宅小区的整体居住环境和

居住品质；在加装电梯上，按照“能
加尽加，愿加快加”的原则，加快推

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在
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上，三年计

划完成 600公里目标，实现线清杆
合箱隐景美；在“城中村”改造上，加

快推进已批项目的动迁收尾和后续

开发，有序启动新项目认定和改造。
今年，上海全面启动城市数字

化转型。“我们将完善数字城市底
座，研发升级一批应用场景，建设城

市管理精细化系统，更好地实现管
理闭环。”姚凯说，尤其在群租、“马

路拉链”等社会关注度高、市民反映
强烈的问题，以及进博会等重大活

动保障方面，通过科技赋能促提升，
努力打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

超大城市“数治”新范式。
本报记者 裘颖琼

    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住建委主任姚凯
上午走进本报夏令热线

    上海有多少个门

洞适合加装电梯？我家
能不能加装电梯？这些

问题在全市加梯蓝图

绘制之前一直是笔糊
涂账，无人能答。很多

老百姓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走完前期流程，却

因为客观条件而无法
加梯，既浪费精力，也

浪费了前期费用。为

此，市房屋安全监察所
牵头编制《上海市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前
期调查与可行性评估

技术导则》，我有幸参
与其中。

通过明确相关技

术要求，将加梯门洞分
为适合加装、较难加

装、不适合加装 3个等
级。同时在加梯蓝图

上，对 3种不同等级的房屋标上
绿、蓝、红 3种对应颜色，使得全

市加装电梯状况在蓝图上一目
了然。

全市加梯蓝图的绘制，既方
便了老百姓足不出户了解自家

加梯条件，又为“美丽家园”“架

空线入地”等工程预留加梯空间
提供了依据，同时还实现了挂图

作战，助推全市加梯由零星加装
向规模化加装转变。

加装电梯工程虽小，但涉及
建筑、结构、消防、电气等多个专

业，十分复杂。由于是新生事物，
并无现行技术规范可依，再加上

设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使得设
计质量无法提高，加梯评审无法

提速。
为此，我与团队充分发挥一

线实践的优势，在深入调查和总
结近年来本市加梯实践经验和

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编制了《上
海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技

术文件编制导则》《上

海市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房屋质量专项

检测报告模板》《上海
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施工图典型案
例》等一系列适合上

海加梯实际的技术文

件，方便设计人员参考
设计。同时，组织《导

则》宣贯培训会，切实
提高本市加梯设计质

量和速度。
6月 21日，我参

与编制的《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标

准》被正式批准为上
海市工程建设规范，

这标志着本市加梯技
术规范体系已初步建

立。短短一年时间，从
无到有，幸不辱使命。

作为全市加梯房屋安全性

论证技术团队的一份子，我们肩
负着为百姓把好设计质量关、守

好安全底线的重要责任；同时作
为全市加装电梯工作专班的一

员，我立志以技术服务加梯民心
工程，我与团队充分发挥行业技

术骨干作用，全力以赴啃硬骨

头，尽力解决老百姓在加梯上碰
到的急难愁盼问题。

比如，对于双跑楼梯错层入
户的问题，一些坐轮椅的老人由

于还需要上下半层楼梯而无法
实现无障碍出行，一直是加梯痛

点。我们以闵行区金铭福邸小区
为试点，探索“错层入户”改“平

层入户”方式。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们

将继续践行“以技术服务百姓，
愿天下无难加之梯”的初心，帮

助解决“急难愁盼”，切实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

上海市房屋安全监察所 周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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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处置

    “您好，这里是 12345夏令热

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今天上
午，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姚
凯来到新民晚报夏令热线接听电

话。上午 8时 37分，市民杨先生来
电反映，苏州河公共空间贯通开放

以后，在武宁路桥两侧有很长一段
岸线，但却没有厕所、驿站，平常过

去散步、运动觉得很不方便，希望能

够得到改善。
“贯通开放的黄浦江、苏州河两

岸已成为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
场所，随着开通后人流增大，确实发

现存在配套设施不够齐全等问题。”
姚凯在接电时表示，会督促相关区、

相关部门加大工作力度，完善市民

服务站点布局并加快建设，重点
是结合驿站建设，缓解市民休息、

喝水、如厕等基本需求难以满足的
矛盾。

记者随后联系了普陀区市政管

理中心，中心工程科科长黄雄在了
解情况后告诉记者，苏州河普陀段

岸线长达 21公里，之前已陆续有市

民反映，靠近苏堤春晓、上海知音苑

等几个小区的滨水空间缺少如厕、
休憩的地方。“目前，苏州河普陀段

已建成普陀公园、知音苑、顺义路绿

地、武宁路桥 4个苏河水岸驿站。知
音苑驿站已在近期开放，其他驿站

正在推进运行和管养工作，力争尽

快投入使用。”黄雄说。
记者在已经对外开放的苏河驿

站知音苑站看到，站点内便民服务

箱、自助售卖机、充电宝、饮水机、书

架等设备一应俱全，还放置了十多
张桌椅供市民游客休憩。此外，驿站

内的厕所除了男女厕位、洗手台，还
配备了母婴及残疾人厕位。知音苑

站点负责人吴家骏告诉记者，驿站

的服务时间为上午 10 时到晚上 8

时，在此期间为周边居民和游客提
供便民服务。

记者获悉，按照计划，今年苏州

河沿线计划建成开放滨河驿站 12

处，规划驿站总数达到 42 处（普陀
25处、长宁 10处、静安 3处、黄浦 2

处、虹口和嘉定各 1 处），厕所数量

达 70余处（包括驿站配建和环卫公
厕），届时能基本满足 250米服务半

径要求，提升老百姓休闲活动的舒
适度和满意度。

本报记者 裘颖琼

苏州河沿线今年将添驿站12处
方便市民游客休息、喝水、如厕等

打造“数治”新范式三心一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