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人们漫步在位于衡复风貌区的南昌路，

可以感受风貌区综合改造后带来的巨大变化。从
房屋修缮，到适老化改造；从文化保护，再到精细

化管理，街区风貌整体焕新。同时通过对街区视
觉观感重新设计，这条小马路文化氛围显得更浓

了，“颜值”也更高了。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市水利工程

协会日前召开 2021

年河湖养护企业会

议，上海将通过动态
发布河湖养护企业黑

名单等举措来巩固
“消黑除劣”水环境整

治成果。
会议上，市水利

工程协会会同全市河
湖养护企业倡导严格

执行相关工作制度和
规范标准，强化责任

担当，主动担负起“养
护巡查、水质维护、问

题处置、情况报告”等
四项责任，充分发挥

养护企业“河长助手”
“河湖卫士”作用。

其中，对市区管
河湖和重点区域河湖

的养护巡查频率，不
能少于一天一次，镇

管河湖不能少于两天
一次，村级河湖不能

少于三天一次。每次
巡查均须沿河湖全线

巡查。
养护巡查中，河

湖养护企业不但要根
据排口资料，复核河

湖管理范围内沿河排

口，归集沿河排口信
息，详细记录数量、位

置、属性、合法性等，
也要关注河湖水质的

动态变化情况，并重
点关注沿河污水直排

入河、雨水口晴天排
水、水质返黑返臭、违

规堆载、填堵河道等
异常情况或疑似违法行为。

其间，一旦发现河湖管理范
围内异常情况、疑似违法行为以

及养护企业难以解决的问题，河
湖养护企业就须及时报告河湖管

理单位；同样，如果发现水质突然
反复或明显恶化情况，河湖养护

企业也须及时报告，重点排查、追

踪溯源、找出原因，并提高相关河
段水质检测频率。

根据有关机制，对考核不合
格的养护企业，市水利工程协会

将进行行业内部通报；对工作不
力、不负责任、拒不整改的养护企

业，将建立诚信档案，动态发布河
湖养护企业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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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大华虎城周边的居民很幸

福：小区里停车位不够？打开“虎城
商圈”小程序，查一查哪里有车位，

如果买了包月卡，收费更实惠。“买
买买”前先打开直播，抢好抵扣券、

满减券，再去商场“逛吃”。六年来，
大华虎城的数字化从“社区智慧商

圈”升级为“数字商业微生态圈”，不

但开发出一系列智能停车、错峰停
车、便捷支付、会员权益与馈赠、商

业直播等数字化场景，还让商户获
得更多营销工具，更为商场管理方

及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管理支持。

智能停车更便利
“停不下来”和“堵在路上”，是

城市有车一族的痛点，特别是到了

家门口，在小区里兜兜转转了好几
圈，也没找到车位，心情一定大打折

扣。但在大华虎城商圈附近上班、居

住的车主们，却不会这么头疼。去年
11月，大华虎城在智慧停车的基础

上，上线 16种细分场景，融入商户

与企业停车场景、居民错峰停车场
景、商业停车共享场景及其他特殊

业态停车场景等，覆盖商圈内的 10

个停车场，让停车更便利。

“我们把所有用车生态都考虑
进去了。”申新集团市场部总监、虎

城商业副总经理洪佳威告诉记者，

大华虎城商圈有 10个停车场、2700
多个停车位，通过大数据算法，不仅

能够动态分配商场、办公楼的车位，
做到错峰停车，还能根据车主的不

同身份和停车需求，为他计算出最
佳的停车方案。

“‘一人多车’和‘一车多人’的
场景，都可以在大华虎城商圈体验

到无感停车。同时，错峰停车、包月
停车线上预订、商户自助购券与消

费馈赠、企业代付场景等场景，也能
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实现。”洪佳威

说，目前已有近 20万辆小汽车绑定
在“虎城商圈”小程序上，智能停车

使用率已达 98%。

商业直播“剧情化”

新冠疫情之后，开设直播等线
上经营模式，已成为实体商业数字

化版图的重要一环。第二届上海“五

五购物节”期间，就首设“上海直播

电商节”，带来一系列亮点活动，大
华虎城策划的“拔草训练营”专题直

播赫然在列。
“爆笑演绎《谁是小说家》剧本

杀，观众随机乱入搅局，相比号召
‘所有女孩’下单，这样的直播是不

是有点清奇？”洪佳威告诉记者，“拔

草训练营”不带货，而是一档由商
圈、品牌与消费者共同呈现的综艺互

动型导购直播节目，“我们的目标不
是让消费者在线上下单，而是希望通

过探店的模式，把他们从家里吸引出
来，到商场里来亲身体验”。今年“五

五购物节”期间，大华虎城商圈直播
频道每周末都有长达 5小时的综艺

式直播，包括当下非常热门的剧本
杀、夜市文化节、电竞比赛等形式。

当智慧党建与商圈直播相结
合，更是火花四射。日前，大场镇“四

史”直播间与虎城商圈直播平台合
作，开设“四史”学习专题直播频道，

平均单场 1.2万余名党员群众通过手
机、PAD、电脑等方式收看，每场 1400

余条留言甚至超过了商业直播。

企业自查传数据
经过六年的智慧商圈建设，今

年大华虎城在商业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创新设计了一套“企业自管、携
手共建”的数字商业微生态圈模型，

并在大场镇复制推广。
“我们把商业数字化和一网统

管相对接，建立了公共安全管理新
场景。”洪佳威告诉记者，从食品安

全、跨门经营、垃圾分类到消防安全

等等，政府监管部门对商圈、商户有
着各种经营安全上的排查，如何提

高效率？就要发挥数字化的力量。
“餐饮企业的烟管是否清理了，

特种设备是否定期检测了，灭火器
是否可以正常使用等等，商户安全联

络员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自查时拍
下照片，上传至商户版小程序，数据

可同步到商圈管理方和政府职能部
门，完成定期检查数据的采集。”

洪佳威表示，数字商业微生态
圈的出现，标志着商业管理数字化

时代的到来，其中所采用的商业数
据自管模型、数字交互算法、商业自

运营生态、数字动线型诱导、B2C商
业社交体系以及音乐影视等艺术形

态及商文旅融合场景等全新的数字
场景，将为消费者与商户带来全新

的数字生活消费体验。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大华虎城用数字化提升商业生态———

泊车“不再盲目”消费“更有乐趣”

    如果，你的邻居积蓄实在拮据，

你是否愿意多承担一点费用， 只为
尽快过上有电梯的日子？

如果， 有两户业主早已出租房
子，搬到别处去了，你是否有办法说
服这两户老邻居支持“电梯工程”？

今年， 全市至少加装 1000部
电梯， 这是申城既定的年度民生实
事项目。上周，公积金新政也在为实
现这一目标加油帮忙。

老楼装电梯，实现“一键直达”

的幸福。 迄今，凡是加装成功的，在
标准化的政策支持之外， 都有个性
化的解决方案，自治共治的智慧，可
圈可点。

思南路，梧桐树下小马路，大名

鼎鼎。这条路上，有申城文化新地标
思南公馆，也有无电梯的售后公房，

比如，思南路 26弄南三小区。 该小
区建于上世纪 80年代初， 属于部
分售后公房小区， 就像那个年代出
品的小区一样，南三老人多，加装电
梯意愿强。尴尬的是，南三紧邻淮海
路，要加梯，遇见民防设施、轨交保
护，都是问题，困难多多。

怎么办？ 党建引领、居民自治、

多方协同，就是“加梯法宝”，瑞金二
路街道就这么办了。从年初开始，转
眼到了 8月 12日， 南三小区 3号
楼电梯工程竣工，居民开启了“一键
直达”的日子。

过去大半年里，3 号楼居民破
解“电梯工程”遇到的麻烦，有些要
靠政府，有些要靠居民，关键时候，

还要看党建引领的真功夫。于是，瑞

金二路街道香山居民区党总支站出
来， 坚持 “大家的事， 大家商量着
办”，挨家挨户做好协商，问题一个
个解决———有的业主家庭经济困
难，支付加梯费用，实在有心无力，

楼上楼下邻居好商好量， 共同分担
资金缺口； 有的业主出租了房屋，加
装意愿不强， 老邻居就主动联系，宣
传发动，无论如何，装了电梯，居住品
质提升房屋升值大家受益……结果，

很快，加梯方案通过居民意愿征询。

老楼装电梯， 今年申城目标
1000台以上，如今，思南路南三小
区 3 号楼，已经成为这幸福的“千
分之一”。

回头看看， 从新民晚报率先
报道市人大代表曹兆麟为“老楼
装电梯”奔走呼吁至今，已过去十
年。 十年间，从没有政策，到有政

策支持，再到政策持续优化，成功
的加装， 一再表明———积极协商
自治，共建共享，至关重要。

事实上，居民诉求多元化，业委
会、物业、楼栋居民无人愿意牵头，

也正是加梯工程常见的烦恼。 看看
成功加装案例，化解烦恼破解僵局，

最有效的办法，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居民区党组织统筹协调，

主动联合业委会、物业企业和第三方
加梯企业，搭建起民主协商、居民自
治、共商共议的平台，回应居民诉求；

第二， 基层党建行不行，“加梯
工程”试身手，发动居民区党员积极
投入，以党建引领自治，以自治促进
加装；

第三，符合条件的加梯楼组，成
立党的工作小组，一方面，认真听取
业主心声，特别是“反对的心声”，一

方面，带头协商协调，座谈会、说明
会、协调会，讨论方案、预算、保修等
核心关键问题，不厌其烦，寻求最大
公约数，直至促成共识。

“一键直达”的幸福，看得见摸
得着。 显然， 就像收获所有幸福一
样， 实现这个幸福， 还是要舍得付
出，没有付出，哪有收获呢。

2021年，过了大半。 今年上半
年， 申城已有 2653幢房屋通过居
民意见征询完成加装电梯立项工
作，已完工投入运行 424 台，正在
施工 747台，完成全年加装目标已
是大概率。

好吧，在这里，就先分享一下南
三小区“一键直达”的幸福———

“叮！”走进新电梯，刷卡，按键，

88 岁的刘奶奶和 92 岁的老伴美
滋滋的，有电梯的日子，真好！

“一键直达”的幸福
姚丽萍

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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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路路面上的地标景观———“1902”字样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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