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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王军）昨天，由市城管执

法局、新民晚报社、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同
发起的 2021年“城管局长接热线”行动收线。

4天时间里，市区两级 17位局长与市民“电话
诉衷肠”，为民解难题，共受理城管执法类诉

求 1883件，其中损坏侵占公用设施、物业管
理不善、占绿毁绿、敲承重墙、居改非等成为

市民最关注、急盼解决的热点问题。

市民诉求 下降了14.76%

记者从 12345市民服务热线获悉，相比
较去年 2209件诉求，今年行动期间，总诉求

量相比去年下降 14.76%，市民投诉的重点也
在发生变化，往年反映最集中的违法建筑、乱

设摊等问题明显减少，但住宅小区内的各种
乱象却愈演愈烈，在受理的 1883件诉求中，

位列前五的是：损坏侵占公用设施 561件，占

比 29.8%；物业管理不善 374件，占比 19.9%；

占绿毁绿 363件，占比 19.3%；敲承重墙 338

件，占比 17.9%；居改非 143件，占比 7.6%。

局长督办 件件都在落实
10月 22日开线当天，市城管执法局局长

徐志虎共接听了 5位市民来电，分别反映：浦

东新区富城路名商路路口共享单车无序停放
现象；静安区芷江中路 418弄 1号楼住户装

修破坏承重结构；长宁区娄山关路 445弄对
面南丰城工地施工噪声扰民严重；黄浦区汝

南街 70弄 1号楼住户装修破坏承重墙结构；

黄浦区巡道街 8号厂房存在群租现象。
目前，5起诉件处理均已取得进展。其中：

共享单车“微平台”接入各企业运营数据，通
知运维人员及时清理；破坏承重墙当事人已

按要求恢复原始结构，违法行为将被纳入信

用惩戒；城管队员与扰民工地“约法三章”，要

求早上 8时后才能开工，晚上 7时前必须结
束施工，同时将工地治理应用场景融入“一网

统管”平台；经多次上门核实，汝南街 70弄 1

号楼住户没有装修，不存在拆改墙体行为；多

部门联合执法，责令巡道街 8号厂房“二房
东”立即整改，加强日常监督，坚决遏制群租

回潮。而行动期间受理的市民诉求，已列入

“局长督办案”，都在处理落实中。

智慧城管 发力“数治上海”

行动期间，本报记者紧随市民呼声，深入
工地、小区、街面实地走访，先后聚焦了工地

扰民、小区治理、街面整治等问题。在推进解
决过程中，除严格执法外，城管部门通过数字

化转型，推动“非现场执法”办案等，用“智慧
城管”发力“数治上海”。

市热线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剑华表示，接

线期间受理的工单已全部派送至各承办单
位，并要求相关部门核实后“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落实”。12345市民服务热线将全程跟踪
回访，对重点难点案件挂牌督办，切实解决市

民关注的城市管理问题。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徐志虎表示，“城管局

长接热线”是城管执法部门主动听民声、创新

集民智、有效解民忧的重要载体平台，对提升
城管执法精细化水平具有重要助推作用。今

后，城管执法系统将进一步擦亮城管法治名
片，聚焦城市治理堵点、市民关切痛点、社会

关注热点，统筹兼顾城管执法力度、为民服务
温度，以精细化的科学理念、数字化的增效手

段，进一步健全城市管理领域问题闭环处置
机制，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水

平和市民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孙云）针对近日引发市

民关注的“植物人”需由家人陪护前往指定
医院进行残疾评定的问题，记者今天采访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和上海市残联获悉，经双方
共同推动，创新突破，将为本市行动特别困

难人员残疾评定提供多项便利服务，逐步形
成定点评残、上门评残、线上评残“三结合”

服务模式。其中，将对明确诊断为“植物人”

且有办理残疾人证意愿人员，提供“上门评
残”服务。

记者从杨浦区相关人士处了解到，根据
医疗执业、残疾评定等相关法规和政策，在

有需求的市民向社区受理中心提出残疾评
定申请后，需在指定医院由专业医务人员进

行面对面的残疾评定，以确保残疾评定工作

公平、有序开展。在长期工作实践中，面向行

动特别困难的特殊人员，各级残联组织和相
关社区、医疗机构也通过协助沟通办理手

续、安排绿色通道、给予经济困难人员一定
交通补助等方式，人性化地为市民进行残疾

评定提供便利、协助，此前已有一定数量的
因脑梗、“植物人”等各类疾病导致行动特别

困难的人员获得了相应的残疾评定。

针对近日引发市民关注的残疾评定不
提供上门服务问题，上海市残联、市卫生健

康委上午表示，经双方共同推动，自即日起，
为本市行动特别困难人员残疾评定提供多

项便利服务：
■ 对于行动特别困难人员提出残疾人证

申领的，各区残联、区卫健委、指定评残医院及

相关街镇、社区建立沟通联动机制。 社区受理

窗口及时将行动特别困难人员申请情况反馈
至街镇残联，经上门复核情况后报区残联。 如

有残疾评定预约的，各区残联汇总后，告知区

卫健委及指定医院，协同做好便利服务预案。

■ 有条件的地区可为有特殊需求的申
请人提供便利服务。 可以上门取件，提供“代

跑”“代办”；社区受理窗口配备在线手语翻译

设备，方便聋人办理业务；安排志愿者陪同盲
人等到指定医院参加评定等。

■ 上海市残联、 市卫生健康委还将尽
快研究制定为行动特别困难人员提供残疾

评定上门服务的措施，明确实施范围、工作
方式、工作流程，逐步形成定点评残、上门评

残、线上评残“三结合”服务模式。

    本报讯（记者 孙云）上海“一网通办”总
门户上线三年来，累计已实施 357项改革，排
名全国第一。在昨天举行的“一网通办”改革

三周年宣传月杨浦专场活动中，记者获悉，杨
浦区秉持“政务服务要像‘网购’一样方便”的

理念，为企业和市民打造更高效、更便捷、更
精准“一网通办”服务，三年来共上线 36 个

“高效办成一件事”。

今年以来，杨浦区进一步加强“随申办”旗
舰店建设，推出了“小卫服务”“在线取号”“课后

服务”等特色服务，在 50家线下场馆推进“随申

码”线下应用。升级“创业地图”，充分整合区内

9个地图类应用。在四平街道开展试点，在地图
展示信息的基础上，加入预约、查询、咨询等功

能。同时积极消除数字鸿沟，一是推广培训，为
辖区内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开展“随申

办”特色服务功能的讲解和演示；二是设计为老
版面，优化“随申办”服务体验感。

通过业务整合、部门协同，杨浦区在社会

救助、法律服务等社会关切的领域实现“一件
事一次办”。最新上线的“法律服务一件事”服

务范围涵盖职工权益、家庭纠纷、残疾人保障

等 6个子领域事项。三年来共上线 36个“高

效办成一件事”。设立区政务服务办，推进首
批 25个仅涉及地方事权行业落地实施，完成

“电影院”和“超市”两个主攻业态与市平台对
接工作，并在区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一业一

证”企业服务专区。扩展“长三角跨省通办”合
作范围，与浙江省台州市、安徽省亳州市、河

南省信阳市等 8地签约，共同探索跨省通办

事宜。围绕市场监管、社保、医疗、档案查询等
几大领域，形成 77项跨省通办事项，开启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合作新篇章。

申城为行动特别困难人员残疾评定提供多项便利服务

本报“城管局长接热线”行动昨收线

受理市民急愁难诉求 件

家有“植物人”等可享“上门评残”

杨浦区“一网通办”共实施357项改革

3年上线36个“高效办成一件事”

    今天上午，在临港的上海海事大学校园内外，200余名来自

上海海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建桥学院、上海电机学院和
上海电力大学的“红军们”肩扛队旗，身着戎装，在历时一天的

“红色剧本杀”中，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长征”伊始，在上海海事大学国防教育基地，五所高校师

生、16支“红军队伍”带着自己发现的线索按照四条特定路线开
始“急行军”。面对前有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渺无人烟的“沼

泽草地”，后有穷凶极恶的追兵阻，至亲战友陆续受伤倒下等险

恶情景，“红军们”跨障碍越野，“翻雪山”“过草地”；极速冲刺，
奔袭过“染毒地带”；为行军路线搜集情报；为救护伤员寻找草

药……16支队伍克服挑战，陆续完成 8.4公里的“战略大转
移”，在“集结地”胜利会师。 参与活动的上海海事大学物科学

院辅导员姚昌告诉记者：“这是一堂很有意义的思政课。”
本报记者 郜阳 孙中钦 摄影报道

临港五校师生开展“红军行”

    本报讯（记者 屠瑜）

日前，长宁区在全市率先
推出“个性指南+智能申

报”的建筑工地夜间施工
“好办”服务。上线以来，已

成功受理办件 177件，在依
法合规的前提下，办理时限

由之前 5个工作日缩短至

1个工作日，实现了“零跑
动、不见面”的全程网上办

理，有效提升了办事企业
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有
限公司工地负责人黄先生

说：“以前要准备大量的纸
质材料，每份材料都要跑

不同部门，盖不同的章，要
跑不下 5趟，现在像营业

执照、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这些材料都可以免交，

通过‘一网通办’平台，足
不出户就办好了事情，真

心为政府办事效率点赞！”
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党

组书记、局长赵冬兵表示，
一般情况下，施工单位每 3

天就要申请一次建筑工地

夜间施工许可证，重复耗
费了很多的时间成本。区

生态环境局本着“让企业
办事少跑腿”的服务宗旨，

在区府办统筹协调下，积
极向市里争取了这个“好

办”试点，以 AI 赋能政务
服务实现流程再造。

长宁区府办副主任杨
建安介绍，长宁区始终坚

持以群众需求为中心，积极推进更大范围、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在“管用”“爱用”

“受用”上见实效，全面提升“一网通办”服务
水平。在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方面，先后探索

形成了多张改革特色牌，如推进 25个行业的

“一业一证”改革、在全市率先上线中小学生
健康服务“快办”服务以及这次的建筑工地夜

间施工“好办”服务系统。下一步，长宁将不断
提升智能政务服务能力，推动“一网通办”从

“能办”向“好办”持续转变。
在“好办一件事”的同时，长宁区生态环

境局还大力推进“管好一件事”。依据《上海市
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

法》，加强辖区内建筑施工夜间巡查，推动执
法人员下沉社区、工地。对于不如实申报，或

不按时限、超范围夜间施工行为，责令立即改

正。对施工单位使用机械设备要求加设降噪
措施，严禁夜间施工使用空压机等高噪声机

械设备，积极做好市民投诉受理的处置工作。
借助数字化转型推动科技赋能，在审批流程

创新再造中提升效率，推动生态环境行政审
批工作既“好办”、又“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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