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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点子：
今年 月，苏州河半程马拉松赛在苏州河边鸣枪开跑。其三分

之二赛道位于普陀区的一段苏州河岸线。这段路，也是市民平日里

散步休闲的好去处。依水临河处，有 个功能齐全的“半马苏河驿

站”（A类），它们虽早已建成，但不知何故却一直没有开放。

希望这些驿站能尽早打开大门，让市民共享“更美好”：一则发

挥驿站的休闲功能，二则开展各类文娱活动，三则也是展示苏州河

地区新时代新发展的名片。 建议人 张女士
■ 微调查：
张女士家住普陀区白玉路678弄海珀玉晖。“从我们小区出去，

走几分钟，就可以来到苏州河边。”沿河而建的步道，是居民休闲、健

身的好去处。张女士也是长风新村街道曹家村居民区“第二梯队”的

一名成员。所谓“第二梯队”，是普陀区探索组建的以在职党员为主，

“两代表一委员”、青年团员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队伍，已

经覆盖了10个街镇280多个居村，是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

有益补充。张女士告诉记者，随着苏州河中心城区普陀段岸线陆续贯

通，依水建起了24个“半马苏河驿站”，分为A、B、C三级体系，均有基

本配套服务功能，如公共卫生间。其中A级最具特色，具有党群服务功

能，共有4个。驿站虽已先后建成，却没有与市民“拥抱”，让张女士感

到遗憾。“我们这里是清水湾苏河驿站，就在顺义路到底的康泰公寓门

口，挺大挺漂亮。作为一个休闲娱乐空间，可以让人买瓶饮料，上个

厕所，顺便也能歇歇脚、乘个凉、喝喝茶、看看书。还能组织开展手

工类、娱乐类活动，爱国主义教育，阅读沙龙和生态科普亲子活动。”

而在苏州河2号滨河绿地，还伫立着一幢青砖红瓦的复古老房

子，这里是长风湾苏河驿站。此外沿途还有谈家渡湾（知音苑）驿

站、小花园湾（普陀公园）驿站等。这些A类驿站建成一段时间以来

均没有开放。

■ 金果子：
记者了解到，这4个A类半马苏河驿站由上海长风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和管理。

张女士希望发挥半马苏河驿站功能的建议，通过普陀区人民建

议征集渠道，得到区领导重视和批示：“加快推进”“满足群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据悉，上述4个驿站的建筑在2021年已经建成（有的一

度也曾开放过但又关闭了）。今年，经过功能调整、重新设计，目前

清水湾（顺义路）驿站、谈家渡湾（知音苑）驿站、小花园湾（普陀公

园）驿站已陆续开放。长风湾驿站部分区域还在升级改造，待升级

改造完成，也将尽快落实对市民开放的事宜。长风文旅公司表示，

下一步，公司还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一是进一步强化驿站服务细

节，打造市民暖心的元气补给站，提升市民的休憩游览体验，让驿站

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好去处。二是因地制宜开展各类特色活动，

如会同属地街道、学校等党建联建单位，联合举办爱国主义教育、阅

读沙龙、生态科普讲座等亲子类活动，同时加强对半马苏河驿站的

宣传展示。目前已开展活动10余场，如以“花鸟与人文”为主题的普

雄社区艺术展览现场交流会、知音居委老年生活的幸福“法”则活

动、上音安师学生快闪活动、印钞厂历史演讲活动等。三是积极调

动周边群众参与热情，共赏滨河美景，共享精彩活动。

张女士高兴地对记者说，随着“半马苏河驿站”的全面开放，这

里越来越变成上海的“城市项链”“发展名片”“游憩宝地”，展现出了

世界级城市滨水区的风范。 本报记者 陈浩

■ 虹口区昆山路136弄长安小区是东

吴大学法学院旧址，建于上世纪20年代，是

砖木结构的老房子，该小区200多户居民遭

遇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问题，为此他们建议

因地制宜安装充电桩，既能避免因“飞线充

电”而引发安全隐患，又能尽量保留小区原

有的风貌。虹口区房管局会同北外滩街道

在与居民反复商讨后，将传统意义上的集

中充电场所分解成小片区，安装散点式充

电桩于小区围墙上，并设计人性化的钢结

构支架固定充电插座。既方便了居民轻松

使用充电桩，也保护了绿化，特别是小区里

的百年老树。

■ 住宅底层商业设施给部分低楼层

住户带来困扰。崇明区堡镇石岛苑小区2

楼的居民就遇到“持续不间断的嗡嗡声”，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崇明区生态环境局经

过细致排查，发现噪声来自底层商户安装

的风幕机，随即与属地政府部门共同督促

指导商户整改。在加装垫片后，扰民问题

得到极大改善。 本报记者 陈浩 整理

■ 金点子：
办房产公证、办律师执业证、房产证上去名字……都要求提供

本人的人事档案存放证明。我们的户口在黄浦区，但居住地在其他

区。不知道档案存放在哪里，来回奔波查询办理十分不便。

希望相关部门通过更加智能化、便捷化的“数据分享”方式，以

更加优质的服务让市民在办理过程中“少跑路”。

建议人 林女士 王女士 朱先生
■ 微调查：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档案存放在哪里，去

哪里开证明自然也遇到了问题。

林女士家住宝山区，户口地址却在黄浦区。今年3月，林女士

去办理房产公证，被公证处告知，需要提供其本人的人事档案存放

证明。通常情况下，市民的人事档案会存放在用人单位（具有人事

档案保管资质的），但“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则会存放在区就业促

进中心，或者户籍所在地所属街道。很多人搞不清楚。林女士有点

担心，查询和申请会有“卡壳”吗？不知道要跑几个地方？要跑几

次？她担心跑来跑去办理会十分不便。

王女士也遇到了类似的困惑。她告诉记者，她工作后参加了律

考，拿到律师资格证书，在律所实习满一年，已经可以申请律师执业

证。申请领证时被告知，必须提供人事档案存放证明。她可傻眼

了，大学毕业好多年了，不知道自己的档案在哪里。“我的户口在黄

浦区大吉路，大约20年前因动迁早就搬到了浦东地区。去哪里查

询和申请？我怕跑错窗口。”

还有市民朱先生，想在房产证上去掉自己的名字，也被公证处

要求提供人事档案存放证明。他住崇明区，户口在黄浦区。他去崇

明区就业促进中心查询办理，但崇明区“调不到资料”。

■ 金果子：
类似林女士、王女士、朱先生等人的困惑和不便，现在已经有

“方”可解。

记者从黄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针对群众提出的建

议，2022年底，黄浦区人社局牵头开展电子版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存放

证明调研。今年以来，区人社局积极践行“浦江经验”，深入开展“走出

机关门 办法在基层”活动，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寻问题、觅症结、研

对策，打通服务民生“最后一公里”。目前，该项服务已经正式上线。

线上查询十分简单。记者登录“随申办”（即“随申办市民云”）

App，搜索进入“黄浦旗舰店”，查询路径为依次点击：个人服务→指

尖办事→好办事项→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存放证明，即可进行查询和

申请。审核通过后，电子版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存放证明将发送到申

请人“随申办”办件结果中。网上办理不用跑路，直接申请获得，非

常方便快捷。

黄浦区人社局工作人员郑先生向记者介绍，林女士、王女士、朱

先生等3人均已通过线上办理的方式得到了证明材料。截至目前，

“随申办”已经向72位市民开具了上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存放证

明。现在通过App可以查询到存放在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以及黄

浦区各街道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并出具电子

版的存放证明。下一步，这项功能或将得到更广泛普及。

黄浦区人社局表示，市民若有疑问，可致电黄浦区就业促进中

心热线电话63133808咨询，工作人员会指导如何使用。

本报记者 陈浩

■ 市民在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申请电子版存档证明 ■ 苏州河普陀段岸线依水而建  个“半马苏河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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