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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上海出租车城市名片
出租汽车行业是上海一张城市名片，直接影响城市形象和

营商环境。近年来出租汽车行业在业态、科技方面发生巨大变

化，在传统巡游车基础上，网约车、租赁车等急剧增长，新能源、

互联网信息技术和自动驾驶等技术也加速应用。截至2020年

底，上海巡游出租汽车现有运营车辆额度数为51183辆，已核发

的网约车车辆运营证36527件，两者合计87710辆，如何进一步

规范与管理出租车行业，备受各界关注。2021年，《上海市出租

汽车管理条例》修订已经纳入市人大立法计划，建议修订中广

泛听取行业意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保障乘客、驾驶员和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反垄断监管和联合执法力度，维护市

场公平竞争，保护信息数据安全，促进行业法治、有序、公平发

展，擦亮这张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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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改造深入，后续产生大量砖瓦碎块、混凝土块、

废土废渣等固体建筑废弃物，妥善利用也是“回收有道”。

在打造建筑垃圾处置生产线之外，还可再利用加工城市

纪念品。上海传统建筑体现着江南传统建筑的特征，老式的

方砖、青砖、条石、青石板等经过回收与二次加工后可以制成

微雕、石画等具有纪念价值的艺术品，弘扬传播海派文化。

此外，利用旧区改造时积留下来的旧物，一些相对完整的砖

块、瓦片可以重新用来搭建、布置建筑外墙，建造地标性建

筑。旧物建成的地标性建筑，不仅是对材料的回收利用，更

是以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对上海的历史变迁和地域风貌予以

保留保护。

旧改建筑垃圾“回收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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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照护之家是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社区养老模式，

床位规模不超过50床，平均每个机构有30床，日常也就有

20多位老人。如果服务机构把好食品采购关、加强储藏保

管、严格遵守日常操作规范和卫生要求、做好食物留样，即

使空间等硬件条件不满足大型养老机构标准的要求，风险

同样可控。

建议对规模较小、硬件设施不完善的长者照护之家，专门

量身定制“微”食堂标准，建立长者照护之家“微”食堂地方标

准，将供餐人数限制在50人以下，颁发轻量级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允许其通过物理隔离等手段，满足对生熟区域隔离设置要

求；专门建立限制性食品加工权制度，即设定允许加工食品的

白名单，允许对那些不易导致食品中毒的食材进行加工，如煮

饭煮粥、熟食加热等。

“双减”政策对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全面规范校外培训

行为以及整合用好校内外资源等工作指明了方向，而其实行的

重点就是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让学生更好地回归校园，在

校内“吃饱”“吃好”，这其中就对学校课后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建议教育主管部门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帮助学校选择优质

的校外教育机构进校服务，补充学校在教学内容和资源上的缺

口：一是搭建课后服务项目招标平台；打通校内校外教育资源对

接的“最后一公里”；二是举办校外课后服务课程博览会，为有意

向进入学校提供课后服务课程和活动的机构提供课程展示机

会。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学校课后服务，既补充了学校课后服务

力量，又可以促进家校融合，提高家长对学校的认同感，同时还

可以提高家长教育水平，推进家庭教育质量。

新能源汽车发展配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普

及。目前，上海充电站、电池交换站等新能源汽车需要的基础配

套设施建设覆盖面不广，大部分小区都没有预留公用充电桩，还

有一些小区往往因为电容量、消防安全等问题禁止业主安装私

人充电桩。

为此建议，一是要科学谋划布局，把充电桩、配电站等基础

设施配套纳入城市一体化规划；二是城市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

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要将相关标准、要求纳入建筑设计、验收规范；三是电力公

司尝试对老旧小区进行电力增容，开展集中配套供电设施改造，

缓解充电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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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半成品年夜饭监管

制定长者照护之家“微”食堂标准

加强校内外课后服务协同发展

疫情以来，俗称“半成品年夜饭”的“预制菜”随之走红起

来。“预制菜”是通过标准化流水作业对菜肴进行预烹调，消费者

可以买回家直接开袋加热后食用。2020年数据显示，“预制菜”

销量增长111%。需求激增，其食品安全问题就显得愈发重要。

建议做好半成品年夜饭包装上的信息提示，如保存方式、食用方

式、温度要求等等，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网络销售半成品年夜饭产

品的检验，扶持优质企业龙头，淘汰一部分脏乱差的生产企业，

保障行业健康发展。

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配套服务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 方翔 整理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本报记者 姚丽萍 范洁 杨洁 整理

好消息！
老楼装电梯，新目标来啦——今年，全市

将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2000台！
昨天，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开幕，市长

龚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这个好消息。
好消息，不止加装电梯。政府工作报告

还透露，今年新增1万个公共充电桩，建设一
批社区嵌入式服务站点，在家门口的小空间
里做足惠民生、暖民心的大文章。
家门口，小空间，大文章，有意思。
为啥是大文章？一来，规模不小，家门口

要做的，是一系列的民生实事、民心工程，不
是一件两件，而是一批。二来，目标不小，惠
民生、暖民心，就是要踏踏实实提高生活品
质，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很有“感受度”；
显然，实现这个目标，不能只靠自治，而是要
依靠共建、共治、共享，换句话说，民生实事、

民心工程，要做出高品质，就离不开党建引领
下的自治、共治、法治。
这样的大文章，到底怎么做？温故知新，

不妨先回头看看。
去年，在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龚正

市长承诺，一年中，要做实做细家门口服务，
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1000台。
然后，申城开启了空前密集的老楼装电

梯。放眼望去，一边忙抗疫，一边装电梯，就
成了疫情之下申城特有的基层社区新景观。
截至去年12月底，申城老楼加梯完成1579
台，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如果说，每一部新装电梯，都是一篇社区

治理文章，总结这1579台电梯“加装史”，几
个关键词，可圈可点。
首先，“量身定制”。个性化、人性化，尊

重多数人权益，也兼顾少数人合理诉求。在
街道社区，坚持“一小区一方案”“一幢楼一方
案”，成熟一幢加装一幢，依法依规，因地制
宜。一个案例是，一户居民在看完设计方案

后，发现新建的坡道恰好就在自家客厅、卧室
外面，担心影响隐私。结果，街道邀请专业部
门商讨解决方案，坡道从5.9米缩短为2.1米，
最终赢得居民赞成票。
其次，“加梯达人”。街道发动社区自治

达人、业委会骨干、法律工作者参与加梯。其
中，加装电梯成功的社区热心居民，分享经
验，广泛交流，协助推进加梯；有的楼道党员
与业委会成员成立“三人加梯小组”，牵头推
进方案设计、资金筹措；有的业主精通法律、
富有工程经验，就做专业技术“牵头人”，全程
辅佐加梯流程。
再次，“互利共赢”。如今，每个社区都在

建设“美丽家园”，加装电梯就跟“美丽楼道”、
社区微更新融合推进，一楼、二楼的公共空间
更要“重点关注”，着力布局美化，让底楼居民
也能因为加梯真切感受“家门口”的获得感。
同时，引导居民自发建立楼组自治公约、电梯
管理公约，自觉维护美丽楼道，形成常态长
效。于是，更多居民加入加梯这个“利益共同

体”，户户都是加梯“受益人”，人人舒心，乐意
投出“赞成票”。
你要问我，这几个关键词从哪里来的。

也没什么好保密的，在我的朋友圈里，那一个
个“小巷总理”，不少都是亲历实战的“加梯高
手”。文章本天成，这几个关键词，却也不是
妙手偶得，而是“小巷总理”们一天天、一幢幢
摸索出来的。
在这些“小巷总理”眼里，去年，申城完成

了1000台加梯大文章，今年，2000台，指日可
待。为啥这么笃定？因为，在社区基层，实事
项目、民心工程的实现过程，就是精细化城市
治理在社区“小空间”的灵活应用，就是党建
引领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家门口”的生动实
践，管用，好用，接地气。
何况，一想到，新年里，在家门口的小空

间里做足了民生大文章，家门口因此烟火气
更足、生活味更浓、幸福感更强，所有身处其
中的人们，所有正在为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
人们，自然动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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