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胥柳曼 视觉设计 /竹建英2021 年 12月 20日 /星期一

上海新闻 5

    平安中国建设表彰大会 12月

15日举行，松江四度问鼎“长安杯”、
连续六次获评“平安建设全国先进

（示范）县”，成为上海唯一一个连续
四次获得“长安杯”的地区。这一成

绩，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
“长安杯”是我国在平安建设领

域设立的最高综合性奖项，由中央

政法委、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等每四年评选一次。四座沉甸甸

的奖杯，见证着松江创造的高质量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个奇迹，见

证着高品质城市建设与百姓安居乐
业的有机结合。“平安松江”如何铸

就？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与“保一
方平安”同频共振？记者走进松江探

寻创新做法。

“鹰眼”护航空中取证
在轨交 9号线周边，总有车辆

乱停放的“顽症”，候客司机和民警

常常上演“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的
猫鼠游戏。派出所是“平安松江”建

设的前沿阵地与战斗堡垒，位于松
江新城的“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方松

派出所便是其中的典型。从科技赋

能出发，方松派出所作为市局警航
队“警用无人机”试点单位，将“鹰眼

联盟”投入到道路交通监测中。无人
机最大拍摄范围 8平方公里。方松派

出所所长陆浩强告诉记者，有了搭载
着无线空中扩音装置的无人机，通过

空中喊话，钻空违停的车辆就会收到

了来自上空的“提醒”。遇到大客流或
突发状况时可以作出必要的警示提

醒，还能“空中取证”，实现道路通行
效率和事故处置效能的双提升。

日均 50万吸附人口流动的方
松辖区成熟小区居多。为解决出租

房混乱与邻里纠纷，派出所以房东
为撬点管理租客，形成“房东平安联

盟”，借律师之力制定居委、物业、经
租公司“三方公约”。

“平安联盟”很快推广。目前，松
江已在 27个产业集群、8个综合商

业体、54个市场、771个小区成立平
安联创工作室，将平安力量融入“大、

中、小、微”四级 4632个网格中，全面
构建区域“平安联盟”，打造全天候、

全覆盖的区域社会治理网络。2017

年以来，报警类“110”处警数、刑事案

件立案数、盗窃案件立案数、入民宅
盗窃案件数下降 43%至 93%。

万人小区从“乱”到治
“以前大家都把莱顿叫‘乱炖’，

实在太乱。”墙面破旧、绿化毁损、租

客纠纷……松江区中山街道莱顿居
民区党支部书记徐永梅对小区曾经

的“乱”记忆犹新。如今，小区通过党
建引领、自治共治、智慧安防建设，

实现由“乱”到“治”根本性转变，成

为社区治理新样板。
科技赋能的“智”治模式发挥重

要作用。万人小区莱顿小城有 80多
幢高层建筑，以往高空抛物发现难、

证据固定难、责任追究难。如今，通
过智慧安防软硬件设施，全方位管

控社区数据，实现了对高空抛物、电
梯抽烟、无绳遛狗等十几种居民生

活陋习的自动发现和处置。居民们
说，有了“AI云卫士”高空抛物监测

系统，不文明行为基本没有了。
居住安全和社会治安好坏，直

接影响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松

江打造严密精细的全域防控识别

网，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也尽
可能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在小

昆山镇翔昆苑，“板凳课堂”成为当
地社区治理的招牌；新浜镇创新村

庄小区化管理，深化农村平安建
设；泖港镇依托志愿服务项目，焕

发群防群治新生机……松江已探

索形成“一街镇一品牌”的基层社
会治理经验。

法律服务送到工地
“松江打击侵权假冒行为，是对

企业自主创新的重大利好。”上海聚

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晶表示，科创企业研发周期长、资

金投入多，非常需要法治化营商环
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落户松江，

我们选对了！”近年来，松江出台

《关于松江政法工作服务保障 G60

科创走廊建设 30条措施》、成立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法治研究中心
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松法

讲堂”等，加强对关键核心技术、重
点领域、新兴产业的知识产权行政

执法司法保护。

法治化营商环境还助推了松江
新城重大项目建设。“沪苏湖铁路施

工周期长、工期紧，法律服务有效化
解和减少了动拆迁、施工扰民等方

面的各类矛盾纠纷，确保工程顺利
推进。”中铁二局沪苏湖铁路项目部

作业队党支部书记胡华光说。石湖

荡镇企业法律服务驿站主动跨前服
务，送法到工地，破解了一个个难点

问题。成立 3年来，这个企业服务驿
站已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一张“金

名片”，助力重大项目顺利落地。
松江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朱玉标

表示，松江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
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

力、以智治强支撑，推进“平安松江”
“法治松江”建设。

“平安是松江发展的战略软实
力。”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表示，“平

安松江”建设，事关长三角 G60科创
走廊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是打造
人民向往的松江新城的题中之义。

本报记者 杨洁

四度问鼎全国“长安杯”，“平安松江”如何铸就？

科技赋能“智”治 四级网格覆盖

    当装着珍贵文物的箱子被缓

缓打开，一枚泛着黄铜光辉的弹壳
安静地躺在其中，它的身上刻着四

个大字———“赠给亲人”，另有“勇
士部三大队”落款。

在抗美援朝时期，这枚在战场

上原本代表着武力和杀伤力的美
军炮弹壳，却被志愿军炮兵战士制

作成花瓶送给慰问团同志表达感
谢。在医院，它成为了美好和平的

象征。近日，它随着“百物进百校，
百讲证百年”中共一大纪念馆百件

革命文物进课堂活动，来到园南中

学和学生见面。

炮弹壳被做成花瓶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教专员苏

顺顺带着大家将时钟拨回到 71年

前：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志愿
军将士们坚持在前线浴血奋战的

英雄事迹深深地鼓舞了远在祖国
的人民。从 1951年 4月起，中国人

民抗美援朝总会先后组织 3 批慰

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将士和

朝鲜军民。炮弹壳花瓶上刻的“亲

人”，就是指慰问团的成员们。他们

中，有军人家属代表，也有劳动模
范、解放军战斗英雄，还有深受人

民喜爱的文艺工作者们。慰问团顶
着炮火、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坑道和

战地医院，为前线的战士们带去文
艺演出，温暖了将士们的心。

前线物资紧缺，为了表达对慰

问团的感谢，志愿军炮兵战士就在
美军的炮弹壳刻上“花”字，做成花

瓶送给慰问团的同志。它见证了中
国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和中华民

族的团结一心。而敌军的炮弹壳则
是战利品的象征，志愿军将士们希

望用像鲜花般美好的和平来回报

祖国和人民。

“在弹壳里撒下种子，好让
春花在这里茁生。”大屏幕上打

出的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孩
子们的心。

六（7）班女生戴奕萱感叹：“我
对于当年志愿军战士们在前线作

战的艰苦感受更深了，现在的幸福

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好好珍惜。”初
三（3）班陆泽天表示：“通过近距离

接触文物、学习历史和革命先辈的

精神，我明确了作为青少年身上所
肩负的使命，我要更加努力学习，

报效祖国。”

向日葵寄托小心愿
70余年来,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一直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勇往直

前的宝贵财富和力量源泉。
园南中学曾邀请原南京军区

空军副司令员、空军英雄韩德彩将
军进校园，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击

落五架敌机，立下赫赫战功。当时，

韩将军向学生们寄语：“这个国家
的未来，终究是你们的，你们要好

好学习，努力发展自己，让自己成
长起来，长大后，为国家、为社会尽

自己的力。”
在给韩爷爷的一封信中，园南

学子写道：“我知道，今天的我无法
像您一样上场杀敌，因为通过您这

一代人的奋斗，祖国已经迎来了和
平。您来到我们的学校，就是把这

来之不易的和平交到了我们的手
中。而接下来，我们这一代的使命

就是要把这份和平托得更高更远。
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

望，我们要为新的中国梦而奋斗。”
他们告诉韩爷爷，向日葵是园

南中学的象征，也寄托着学校的教
育理念，“因为它总是向阳微笑，正

如太阳般照耀着我们，我们定不会
辜负您，向阳而立，如花绽放。”

园南中学校长史晓燕介绍，近

年来，学校通过寻访英雄人物、邀
请革命前辈、聆听红色故事等方

式，让学生走进了多位功勋卓著
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岁月，了解艰

苦斗争中的峥嵘历史。下一步，学
校还将开展红色主题文创制作等

活动，将爱国主义的种子深植学

生心田。
首席记者 陆梓华 通讯员 杨舒

在弹壳里撒下种子
让春花在这里茁生

    “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

儿。”在杨浦区社会福利院（以
下简称“杨福院”）的显眼处，

写着这样一句话。作为杨浦区
第十六届人大代表，同时也作

为杨福院负责人，乔毅皓在这
个“家”工作了 15年，早已将

院内的老人当作家人。她总说

只有带着同理心，养老护理工
作才能一直充满温情，并且不

断推陈出新。
每年春秋，杨福院会举

办“银发课堂”，让老人通过
上课学习新事物，丰富他们

在院内的生活。受疫情影
响，这两年院内不开放探视

服务，“我们想方设法丰富
老人在院内的生活，让他们

每一天都有所期待，每天都
有活动可以参与。”乔毅皓说。目

前，常设课程 19个，其中包括园艺、
书画、茶道、歌咏等内容。虽然课程选

择多，但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是手机
课。这门课教会老人使用微信，让其与

子女视频见面、发语音聊天等。乔毅
皓说，为了上好手机课，很多老人都

催着子女将自家手机“升级”成智能

机。今年重阳节前，杨福院还和游艺
设备公司租借旋转木马和小火车，

打造了一场专属游园会，让老人们
当了一天“老顽童”。“虽然这些活动

无法替代家人的亲情温暖，但可以
让住在这里的老人，不觉得孤单，有

人陪伴。”乔毅皓说。
近年来，杨福院始终坚持为院

内的助养老人，打造一个丰

富且受人尊重的晚年。在乔
毅皓看来，“丰富”其实不难，

但如何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
受到平等和尊重？杨福院是

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综合型
公办养老服务机构，也是首

批上海市三级养老机构之一。

目前，院内老人平均年龄为
89.8 岁，90 岁以上就有 273

位，其中包括 14位百岁老人，
“个体需求各不相同，这就需

要一支既要有专业能力，也要
有共情能力的护理员队伍，为

老人提供服务。”
杨福院拥有 187个一线

护理员，其中，“90 后”护理

员占了近五分之一，负责照
顾院内老人的衣食起居。从

洗脸擦身，到喂饭晒太阳再
到按摩吸痰，护理员们每天

要工作十个小时。这些护理
员来自全国各地 19个省市，

忙碌的工作让他们没机会了

解上海这座城市。为此杨福
院推出“爱居上海 ·乐业护老

”项目，带领外地来沪员工外
出游玩，踏遍上海的地标性

景点；为提升护理员的职业
认同感，设立“美丽学院”，让

护理员用情景剧形式演绎日
常护理场景，帮助缓解员工

的工作压力；开设“美的印象 ·爱的

传承”项目，邀请专业摄影师为优秀
护理员拍摄艺术照……“一线员工

脸上的笑容，才是为老服务最好的保
障。”乔毅皓说。

杨浦区是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
较高的城区，养老问题备受关注。作

为区人大代表，乔毅皓希望通过杨
福院这扇“窗”，

让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养老护理行
业，“关注现在，

其实就是关注未

来的自己。”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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