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生 ·新所主馆内，“共Communicate”利用原停车场带状空间置入数

字木构工艺的拓扑曲面建筑，螺旋天窗及透明玻璃立面充满设计感，让
观众对“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产生独特的视觉体验。 杨建正 摄影报道

螺旋天窗
神奇光影

    本报讯 （记者 李一能 通讯

员 王晗）“众旺苑 122号垃圾箱

房发生垃圾满溢事件，请前往处
置。”“收到！”在上海市奉贤区南

桥镇，垃圾桶一旦出现垃圾满溢

的情况，附近的监控探头就会自
动发出警报，随即，南桥镇城运中

心后台的指挥人员就会联系相应
点位的处置人员第一时间现场处

置。如此迅速的反应，背后是一整
套的数字系统。南桥镇于 2020年

底启动的“一网统管”二期平台升
级暨城运 2.0系统，也叫数字孪生

系统，通过 AI、物联网等技术的深

度应用，给城市一个“数字克隆
体”，实时监测城市肌体每个毛细

血管的一举一动。
据记者了解，平台设有网格化

管理、联勤联动、防汛防台、社区管
理和文明迎检等专题应用场景，各

类城市治理问题都会在平台上实

时体现，指挥中心可通过单兵对
讲、短信平台和 IP电话等方式，迅

速和巡查员、相关部门取得联系，
并及时进行处置，做到“早发现，早

处置”。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推出

环保集市、骑游苏州河畔、举办环
保知识竞赛……近日，静安区宝山

路街道推出种绿、爱绿、护绿的“三
绿”一系列全新体验活动，将碳中

和事业融入居民日常生活，推动和
引导绿色消费观念及日常生活行

为改变，助力节能减排进程。在一

个示范点中，多样的绿植盆栽，带
来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办公室

也精心设计装饰绿色景观，为居民

打造全方位沉浸式的绿色体验。在

另一示范点中，小细节体现大担
当，大片的个性化涂鸦，营造出一

幅生机盎然的景象，原本斑驳的墙
面，布满了春意盎然的垂直绿化植

物。以小见大、触手可及的绿色氛
围，激发起居民的社会责任和担

当，在倡导低碳生活的当下，主动

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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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的娃找到“快乐星球”

全国首家专注朋辈心理支持、关怀青春期成长的社区青少年成长中心启用

小区 事新

奉贤 南桥镇打造“数字克隆体”

静安“三绿”活动助力碳减排

    本报讯（记者 袁玮）以加梯为
主题的滑稽戏《悬空八只脚》主创人
员日前走进徐汇区斜土社区，面对

面和居民们聊一聊加梯中的邻里
情，大家敞开心扉，看看舞台上的加

梯戏，聊聊现实生活中的加梯故事，
相互学习，共同提升，希望更多的老

人能过上加梯后的新生活。这是斜

土街道举办的“彤心”业委会“慧治
家”小课堂的“艺家议社”艺术家聊

加梯活动。

基层“取经”很有收获
《悬空八只脚》海派都市滑稽戏

的出品人袁东瑞，以及滑稽演员骆

文莲、周益伦、薛文斌来到社区，面对
面和居民们聊一聊加梯中的邻里情。

活动中，“彤心”业委会“慧治家”小课
堂骨干们讲述了加梯工作中的经历，

分享在不同条件的老旧小区如何克

服重重困难，用心沟通、以情动人，以
百姓的需求为本，找到切实解决问题

的方法，推进加梯工作。轻松聊天让

居民们更了解基层工作者、业委会为
了完成百姓加梯心愿付出的种种艰

辛，主创人员也表示在基层“取经”很
有收获，获得了不少创作灵感。

发挥“红色引擎”作用
据悉，斜土街道是上海市中心

城区典型的居住型社区，近年来斜

土街道不断探索业委会工作，发挥
党组织“红色引擎”作用，整合各方

资源，建立和完善“彤心”业委会联
合会。“彤”字象征红色，代表党建引

领，“彤”字的三撇，代表斜土街道

“三先工作法”指引下的核心、初心
和决心，“心”字象征“一心向党、一

心为民”的自治同心圆。
为了让“居者心怡，来者心悦”，

自 2020年以来斜土街道在加梯工
作上一路领先，将综合治理和加梯

工作并进，发挥“彤心”业委会联合
会的作用，改造老旧小区推动功能

升级，让“老居民”享受到“新生活”。
如在日晖二村小区的加梯工作中，

街道成立日晖二村加装电梯工作专

班，居民区书记担任工作组长，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三驾马车”共同参
与、一齐谋划，构筑日晖二村加装电

梯“现场指挥部”。同时，充分发挥小
区党组织和党员的重要作用，在思

想上引领、在行动上示范，凝心聚力、
共克难题。街道工作部署后不到 1个

月，日晖二村完成小区内第一台加装

电梯签约仪式，该电梯已于 5月底竣
工，跑出了“1个月签约、2个月施工、

3个月竣工”的徐汇加速度。

绝大多数赞成加梯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虽然困难重

重，但是斜土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依

旧不辞辛苦，日夜奔走，让辖区绝大
多数居民对安装电梯投下了赞成

票。截至目前，斜土街道已竣工 6台
加装电梯，启动施工 34台，完成资

金筹措 46台，征询通过 60台，规划
公示完毕 54台。日晖二村小区目前

正在开展整片化规划加装电梯，推
动整体“老旧小区换新颜”，努力提

升加梯工作的显示度，增强老旧小

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老沈烟瘾非常重，

工作时不抽根烟就没
法正常工作，同事们称

他工作的区域是“化工区”。

一天工作日，老沈按照往常来到办公室，随即点上一
根烟，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烟雾缭绕，不大的办公室瞬间

“晴转多云”。

“室内不可以抽烟，我的皮肤都被你熏坏了！”小姜是

刚来办公室的新同事，在“化工区”边工作几天已是忍无
可忍。

“一根烟而已，没事的，我开下窗，马上就好了。”老沈

走到窗边打开窗，又吐了两口烟。

“办公室也是公共场所，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按规定

也是不可以吸烟的。”在小姜的据理力争下，从此以后，老
沈犯烟瘾时，便会乖乖去指定吸烟区吸烟。

办公室内的“化工区”

“议”出加梯美好新生活
斜土社区“彤心”业委会让艺术家和居民聊聊加梯邻里情

    闻着野菊香薰的
淡淡幽香，挑本喜欢的
书，窝在懒人沙发里消
磨时间，还有复旦大学
的志愿者哥哥姐姐们
陪着聊天、 做游戏，顺
便在润物细无声中解
开心结，打开阳光成长
的智慧之门……

“双减”后的孩子
们，能否在家门口享受
这样零压力的时光？

“过渡空间”链接家校
记者近日来到已有 10年历史

的杨浦区首个社区睦邻中心———

延吉新村街道延吉四村第一睦邻
中心，在刚启用数月的舒屋-延吉

社区青少年成长中心，见到了一个
专属于孩子的迷你“世外桃源”。虽

然这里已解决了不少孩子的心理

问题，管理者却说，这里其实并不
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咨询室

或治疗中心，而是一个在熟人社区
里链接家庭和学校的“过渡空间”，

让“双减”后的孩子找到放学后的
“快乐星球”。

舒屋所在的延吉四村周边生
活着三所中学的数千名学生和多

个居民区的一万余户家庭，长期以
来，社区工作者不时看到孩子们与

家长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心理问题。
在暑假到来前，一个以社区为纽

带、链接学校与家庭的过渡空间因

此建成开放。

孩子有了“心灵树洞”

与睦邻中心原先主要服务中
老年人不同，这个新开辟的“舒屋”

谐音“书屋”，以大地色系的装饰风
格打造清新自然的青少年活动空

间，里面有摆满整面墙的各类书
籍，有可以举行小型破冰、拓展活

动的空间，也有让孩子们就是什么

也不做、仅仅发发呆的空间，总而
言之，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做他们想

做的各种事，哪怕上网课、做功课，
也是被充分尊重的。也正因此，充

满着舒缓香氛的空间很快就成为
孩子们的“心灵树洞”，再加上为孩

子们服务的是复旦大学心理学系
李晓茹副教授领衔的心理学系学

生志愿者团队，所以，不仅周边的
孩子们喜欢在放学后和暑假里来

这里坐一会儿，连附近其他街道的
家长也慕名而来。

某中学校长李老师是舒屋的

忠实粉丝，因为，就读某寄宿制中
学的儿子就是在这里的夏令营中

打开了原先不喜欢新学校和新室
友的心结，还在与 20余名志愿者

哥哥姐姐们的交流中学到了许多
成长中的经验，自然而然地，成绩

也提高了。李校长深有感触地说，

“双减”后的家长、老师和孩子们都
有一个适应期，特别是一些在“双

减”后因为“鸡娃”没方向而焦虑的
家长，也可以在舒屋的家长支持服

务中放松心情、舒缓焦虑，改善亲
子关系，更好地参与和促进孩子的

全面发展。

像李老师这样对舒屋深深信
服的家长还有不少。在 600余人次

服务对象中，有曾经因心理问题休
学半年的，也有长期与祖辈生活、沉

迷游戏的，还有因注意力缺陷和多
动问题难以参与集体活动，以及成

绩突然下滑、不与父母交流等各种

情况的少年，尽管运营者李晓茹副

教授希望不要给舒屋刻意贴上心理
干预的标签，但正是这种“无为而

治”格外受孩子们的欢迎，也因此起
到了十分明显的心理疏导效果。

帮助孩子融入社区
杨浦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舒屋是全国首家专注于朋辈心

理支持、关怀青春期成长为主题的
社区青少年成长中心，不仅带给孩

子心灵上的温暖，更是学校、家庭、
社会“三位一体”育人机制中的一

环，可以帮助孩子融入社区大家

庭，在以往他们很少触及的社区生
活中获得心灵的滋养和压力的释

放，从而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学
习、生活中，在“双减”的大背景下，

具有显著意义。未来，这一模式有
望在杨浦乃至全市推广，让更多孩

子找到家门口的“快乐星球”。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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