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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奉贤

区海湾镇是上海最南端的一个小
镇，因为地处偏远，很长一段时间

内，居民生活颇为不便。比如老年
人不会用手机支付，只能去南桥镇

现场充值煤气卡，充值 5分钟，来
回两小时。为了改变这一情况，海

湾镇推动“精准‘八办’，聚萤逐光”

项目，聚焦老小旧远急难愁盼，打
造 15分钟生活圈，实现居民“小事

不出居、服务在身边”，让“最南小

镇”生活不难。

居委会一条龙服务
对于海湾镇的居民而言，决定

生活质量的，其实大多都是一些鸡

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充值煤气卡，

又比如磨剪刀、修衣服……这些在
市区内唾手可得的日常服务，在远

郊海湾镇就没那么容易找到。有时
是为了缴纳费用，有时是为了修补

某样东西，他们都必须去区中心南
桥镇，来回至少两个小时。

如今，居民们再也无需大费周

章。在海湾镇世茂自治家园居委，
开放沉浸式的办公空间让居委会

变成了服务窗口，最受居民欢迎
的，是居委会规定职能之外的便民

服务。比如工作人员会帮助老年人
操作手机，教他们远程缴费，又比

如居委会每个月都会邀请志愿服
务团队上门，提供修理缝补、量血

压、配钥匙等服务，打造家门口的

生活服务中心，极大提高了居民们
的生活品质。这一模式，已在海湾

镇多个社区开始推广。

家门口实现老来乐
海湾镇的一大特点，是老龄化

程度高，将近一半的常住居民是老

人。和其他远郊农村地区不同，这
里的老年人大多都是农场退休职

工和市区搬迁老人，他们对于养老
的需求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富足，海

湾镇为他们度身定制了家门口的

为老服务。
在海湾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老人们可以在这里度过充实的一

天。他们可以在这里理疗按摩、学习

知识、聚会聊天、参加主题活动，或
是什么都不做，找个躺椅晒着太阳

睡个午觉，这里成为了老人们最爱
的去处之一。此外，海湾镇构建了

“三位一体”的养老模式，机构养老、
居家养老、日托所、助餐点、送餐服

务等等举措互为补充，让老人们可

以身处上海远郊优质环境的同时，
也能享受到最优质的养老服务。

遛娃都不用出镇区
海湾镇老人多，学龄前孩子也

多，父母要上班，孩子就交给爷爷

奶奶带，但遛娃带孩子不是一件轻
松的事，需要基础设施的配套，这

一需求成为海湾镇关注的重点。

在海湾镇镇中心，最显眼的莫
过于一列退役的火车，它已经被改

造成了“城市书屋”，可以提供图书
阅读、亲子活动、轻餐饮等服务，俨

然成为了一个远郊“网红书屋”。海

湾镇的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去火车
书屋，而海湾镇也在这里开办了“安

妈读书会”等幼儿活动，深受欢迎。
海湾镇副镇长高洁告诉记者，

百姓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每

一件小小的便民举措，加起来就是
老百姓幸福感的巨大提升。不少市

区搬到此处的居民都对海湾镇的

“15 分钟生活圈”赞不绝口，在上
海最南小镇，生活一点都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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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小镇”生活不难
奉贤区海湾镇度身定制便民服务、综合为老服务、儿童配套服务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曹杨

电影院的退休美工李树德曾掰着
手指数过：“一个新村内，2 个公

园、2座医院，文化宫、青少年活动
中心、影剧院、幼儿园、小学、中学

等一应俱全，拥有如此完备配套设
施的社区，如今恐怕也寥寥……都

说上海要实现出门 500米有公园、

步行 5分钟有公交，这些，曹杨新
村早就实现了！”在普陀区近日正

式启动的第四届长三角国际创新
挑战赛数智普陀专场中，作为数字

家园代表场景单位的曹杨新村街
道积极参赛，以中国第一个工人新

村“曹杨一村”为试点，发布了促进
智慧小区建设、完善数字为老服务

等需求，向全社会发出“英雄帖”，

广邀企业参与数字化建设再升级，

打造数字家园新样本，让这个“老
工人新村”焕发新生机。

当年就规划邻里单位
曹杨新村街道一直是数字化

转型方面的先行者。去年以来，街

道积极探索科技赋能智慧治理的
道路，不仅在全区率先建成了“一

网通办”“24 小时一网通办自助
区”，也是全区最早先行先试建设

“一网统管”“智联普陀 3.0”平台的

单位。今年 8月，曹杨一村二工区
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也已经顺利

完工，“老工人新村”正在经历华丽
的蜕变。

据悉，曹杨新村街道参与今

年的数智普陀专场，正是希望能

够在新改造的曹杨一村基础上，
探索智慧化社区治理服务的更多

可能性，让老小区和老年群体“双
老”重现生机和活力。曹杨新村街

道相关负责人带记者参观了街道
及曹杨一村的数字化建设情况。

从平面图来看，当年的曹杨新村建

设布局规划采取了先进的“邻里单
位”概念，相当于每个邻里配置本

地自由的社区设施，如医院、公园、
学校、邮局、电影院等，保证这些设

施都坐落在邻里中心步行范围内，
居民步行只需 10分钟左右，就可

到达新村中心。如今，曹杨新村将
继续完善其功能格局，进一步铺设

数字化、智能化设施，建设“宜居、

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社区生

活圈。

为独居老人安装安防
作为 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

口比例已达 43%的社区，曹杨新村

街道尤其重视养老服务的保障与
完善。

曹杨新村街道负责人介绍，街
道一直以“聚焦老年友好 构建适

老家园”为目标，致力于将“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建设”民心工程与市级
“城市更新示范区”建设有力对接，

与“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试点工
作有效结合，不断增强社区老年人

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2018年，街道为社区内独居老

人安装了红外感应、门磁等智联普

陀居家安防四件套。2020年，街道
又依托街道城运中心建设，以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智联普陀 3.0”平
台为载体，采集社区 60岁以上老

人居住、健康、老伙伴结对等养老
服务信息上传至大数据平台，并进

行动态更新。无论是养老机构的人

流计数、床位数等数据，还是助餐、
老伙伴结对等情况，街道都能一

手掌握，实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
到智慧化的跃升。去年，国家公布

了 139个（第四批）智慧健康养老
应用试点示范名单，曹杨新村街道

名列其中。
在第四届长三角国际创新挑

战赛数智普陀专场中，曹杨新村街
道率先参与了数字家园赛道，首次

开放曹杨一村作为数字化建设的
场景，邀请全社会企业贡献智慧与

技术，在现有的云服务与数字基础
设施之上，打造更好的小区居住环

境与社区生态圈，提供更多的智能
化适老产品和服务。

老工人新村焕发新生机
曹杨新村促进智慧小区建设，完善数字为老服务

    黄浦老城厢豫园地区在加紧

旧改的同时，利用街头“边角料”因

地制宜地打造环境宜人的“口袋花

园”，旨在进一步提升城市的软实

力。图为昔日杂乱的四牌楼路昼锦

路口，种植了时令花卉植物，色彩
靓丽又充满童趣的墙绘图颇具人

间烟火气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左妍）今

天上午，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黄浦分站经过搬迁重建后正

式投入使用。截至目前，上海

市医疗急救中心拥有急救分
站 54个，中心城区院前急救

网络框架基本成形，平均每 2

个街道拥有一个急救分站，平

均站间距离小于 3公里。
黄浦急救分站原来位于

北京西路，是上海急救“老八
站”之一。该分站启用于上世

纪 50年代末，历经多次建设
和改革，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

心与本市院前急救事业发展
的缩影。

黄浦急救分站主要为周
边 2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约 10

万居民提供急救服务，呼叫对

象中以老年人居多，还包括大
量游客和来沪就医人群。年出

车超万车次，业务总量与繁忙
程度在中心城区名列前茅。

今年 4月召开的推进新

闸路二期“旧改”工作专题会
议，传达了市委对“旧改”工作

的要求，对黄浦急救分站（北

京西路 100-106号）的动迁
情况高度关心。因黄浦急救分
站所具有的重要保障功能目

前无可替代，属于重要的民生

项目，从市民实际急救需求

出发，采取了就近过渡，原址
搬回的办法。6月底，分站新

址选定在距原址不足 500米
的凤阳路 313号，并于今天

揭牌启用。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主任张志锋介绍，近年来，

本市院前急救体系发展得
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与大力支持，尤其是急救
分站建设，每年均以市府实

事项目予以推进。目前，上

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共有 418

辆救护车，其中 35 辆为今

年新增的 5G负压车。
今年，由上海市医疗急

救中心构建的“智慧急救”

场景是上海推进“便捷就医
服务”数字化转型的 7个应

用场景之一，已完成与本市
60家医疗机构的联网，试点

运行两个多月来，已有 5万
余条信息传输。目前，中心

城区平均急救反应时间缩
短至 12分钟以内。未来，通

过数字化的不断赋能，院前
急救和院内急诊同步启动，

将实现患者“上车即入院”
的关口前移，守护市民生命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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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边角料”
变身“口袋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