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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让更

多建设者享受“一张床”的温暖。

昨日，上海首批新时代城市建设者

管理者之家项目集中揭牌，来自长

宁、静安、徐汇、黄浦、松江等区的

首批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

家入住人员领到了钥匙。

上海是一座海纳百川的超大

型城市，来自全国各地从事城市建

设和基础公共服务的一线建设者、

管理者，是城市发展和有序运行的

重要力量，解决好他们在上海就业

期间的宜居安居问题，关系到城市

活力和未来发展，也彰显城市温度

和包容。

针对城市建设行业施工人员

和基础公共服务行业一线职工的

租赁需求，上海积极在保障性租赁

住房中探索提供低租金、可负担的

“一张床、一间房”产品，实行精准

供应。2020年以来，聚焦环卫、快

递、家政等为城市运行和市民生活

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人员，定向提

供1万余张床位。在此基础上，

2023年，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

委、市住建委、市房管局结合主题

教育边调研边实践，积极探索由社

会力量参与投资建设运营、用人单

位共享租赁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

管理者之家”，首批计划安排筹措

5000张床位。目前，全市已筹措

约11000张，其中在上半年供应约

7000张床位。

上海第一批“新时代城市建设

者管理者之家”主要面向建设施工

一线工作人员、城市运行维护人员

（环卫、市政、绿化、轨交、物业等）

和市民日常生活服务提供人员（快

递、家政、医护等）等定向供应，在

全市各区均有分布，床位月租金集

中在500元至1000元。

在松江区的中建 ·幸孚+公寓，

一栋楼被设计为“新时代城市建设

者管理者之家”，提供约380张租

赁床位，租赁给松江区环卫、快递、

家政等行业的一线服务人员。记

者看到，这批房源均为两室户，其

中，A户型每个房间安置一张床，

大房间月租金1000元，小房间月

租金900元；B户型的每个房间安

置一张上下铺，每张床月租金600

元。“每套房都有卫生间、洗衣机、

厨房设备等，且享受民用水电的

价格。”项目管理方工作人员介绍

道，只要符合上海保障性租赁住

房申请条件的来沪工作者，都能

申请租赁“一张床”。

上海正在加快完善多层次住房

保障体系，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

生。以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

家为代表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一张

床”工作已形成法治、规划、土地、金

融、财税等支持举措，“投、融、建、

管、退”等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为

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创造良好环境。

城市建设者喜提“一张床”
申城筹措1.1万张租赁床位 月租金500元至1000元

本报讯 （记者
金旻矣）昨天下午，上

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联合上海市文明办

举办推进会，首批41

座“上海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公园”获得授

牌。今年全市还将再

新增100个新时代文

明实践公园。

在首批“新时代

文明实践公园”中，不

乏市民熟悉喜爱的公

园。比如中山公园在

今年“七一”前夕，对

园内凝聚力工程博物

馆周边环境进行全面

提升，释放馆外1700

平方米的绿地空间，

打造“凝心花园”，全

面融入中山公园整体

开放及品质提升工

程。又如全市首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口袋公

园“华山新语”（曹家

堰绿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宣传展示与“梧桐叶”意

象结合，让美德融入美景，形成

多语言、多维度、全方位的宣传

展示。长宁区文明办还联合区

绿化市容局、江苏路街道，共同

发起护园“五大行动”，成立“护

园志愿服务队”，在园内设置

“人民建议征集邮筒”，开展人

民建议气象站志愿行动、社区

议事日志愿行动。

据悉，“上海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公园”建设已列入市文明

委2023年重点工作项目。今

年，全市将新增“上海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公园”100个，并将评

出10个“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

践特色公园”和2个“上海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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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云）杨浦滨

江工业遗存活化利用再添新成果

——昨天，上海首座“零碳水质监

测站”在杨浦大桥下启用，这也是

黄浦江杨浦大桥段首个水质自动

监测站。由原上海电站辅机厂污

水泵房为基础改建的这座监测站，

“头戴”光伏发电板，“脚踩”地源热

泵，“全身长满”毛细管冷水降温，

试行三个月下来，不仅不用花一分

钱电费就能维持站内监测设备、空

调、电灯等设备供电，而且，还在已

经储存了一定电能用于维持自身

未来所需的同时，又给国家电网送

电数百度。

昨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宣

传主题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在杨浦区主题

宣传活动现场，黄浦江杨浦大桥水

质自动监测站正式启用。记者在

现场看到，监测站主体部分设在地

下，拾级而下，阴凉感扑面而来，走

进地下一层，户外的酷暑似乎与这

里绝缘，然而，这里却并没有一台

空调。原来，毛细管空调就像人体

的毛细血管网，PPR聚丙烯管道安

装在墙内，虽然看不见，却勤劳地

配合空气源热泵，通过水的流动来

交换能量，实现室内零噪声降温、

取暖，达到四季如春。

同时，监测站屋顶铺满光伏发

电板，只要有太阳，就能源源不断

产生电能，用不完的能量可以储存

在锂电池储能单元里，再利用水电

解装置制氢、储氢，这样，锂电池和

氢能就成为电力供应的双重保障。

最近天气晴好，监测站产生了大量

多余电能，这些都可以储存起来，保

障未来阴雨天使用所需。同时，还

能将储存不下的电能上传电网。

本报讯（记者 杨硕）今天上午，

随着新浏河大桥5号主墩第一根钻孔

灌注桩开钻，G15沈海高速嘉浏段新浏

河大桥拓宽改建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001年建成通车的新浏河大桥

地处上海嘉定区与江苏太仓市交界，

现状桥梁全长412米。

据建设方隧道股份城建投资上海

嘉浏高速公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庄海清介绍，老桥主桥东幅将拓

宽8米，西幅拓宽5.95米，引桥东西两

侧将各拼宽8米。拓宽改建后的新

桥，桥面宽度将由原32.5米拓宽至

49.25米，将大大提升进出沪苏两地车

辆跨界的通行能力，进一步缓解G15

沈海高速嘉浏段交通压力。

新浏河大桥上海段也将直接与正

在建设中的G15嘉浏段相连，作为上

海市首条数字孪生智慧高速示范项

目，G15嘉浏段建设也正进入收尾阶

段，车道已从原有的双向6车道拓宽

至双向8车道，拓宽改建后的新浏河

大桥向南将与其无缝衔接，实现双向

8车道的通车规模。据悉，新浏河大

桥计划于2024年年底完工。

新浏河大桥今起拓宽改建
明年完工后将提升进出沪苏车辆通行能力

■ G  沈海高速嘉浏段新浏河大桥拓宽改建工程上午开工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首座“零碳水质监测站”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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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下班高峰期间去一些地

铁口看下，共享单车“围站”情形的

确让人叹为观止。市民苦此顽疾久

矣，抱怨多多、投诉多多，但迄今为

止，似乎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共享单车曾作为新鲜事物出现

在城市生活中，一度被看作是城市

的一道风景线；到进进出出、生生死

死，闹出各类退费风波被消费者诟

病，共享单车经过数年发展已经是

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存在了，方便了

不少人、但也给许多人带去困扰。

地铁口其实还只是一个烦人场景，学

校、商场、医院，但凡有人流聚集，都

存在这样的问题：脏乱差、路难行。

从媒体报道来看，但凡碰到这

样的投诉，“相关部门”都会迅速跟

进，尽快处理，还道于民。这个“相

关部门”一般都是属地街道：问题发

生在属地，街道总是得“兜底”，“逃”

不脱责任，尤其碰到媒体报道了，更

不能推脱了事。然而，从现在情况

看，这样的处置方式还只是“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今天

配些人手问题解决了，明天老问题

又回潮。一线街道工作同样千头万

绪，可没有专门的搬专车人员。相

关相关，难免万事都管；相关相关，

毕竟也非专管。

老话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

人。要想把脉解决这个顽疾，还得

看系铃人。系铃人无非两方：

一方是消费者，骑行到点位之

后，随处一停、层层叠叠，横七竖八、

不管不顾。如果每个消费者都能按

规矩停放，乱象肯定会缓解许多。

但这个“如果”很难成立，一方面是

不会每个人都做到，另一方面是个

体消费者有时发现自己“规矩”不

了：没有合规合理的空间停放了。

总之，颇难苛责。

另一方是公司，作为共享单车

的投放者，将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工

具投放到了社会面，并且有实实在

在的盈利模式在其中——不管这个

盈利是通过单车运营本身，还是背

后的资本运作来实现，总之不是做

公益，那么当然就有责任来给出靠

谱的解决方案。

系铃人，不能只管“系”，出了问

题，却都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