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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丹）“孩子总

是往墙上涂鸦，该怎么劝导？”周末，

王女士带着这个问题和自己2岁不

到的儿子来到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宝宝屋，现场的儿

保专家给她支招：涂鸦是孩子探索

世界的一种方式，不要用威胁的言

语来阻止宝宝，可以引导他把“作

品”创作在纸上，而非墙上。

像王女士这样到宝宝屋来“取

育儿经”的家长还有不少。2023年

上海市科学育儿指导公益活动静安

区专场在江宁路街道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宝宝屋和静安区14个街镇的

科学育儿指导站同时开启，静安宝

宝屋焕新升级至2.0版。

“时代变了，老的育儿观有点

‘落伍’了，平时帮忙带孙子，常跟子

女发生冲突，有时候确实毫无头

绪。现在，家门口的宝宝屋就有科

学育儿指导活动，方便太多了！”55

岁的张奶奶说起育儿，有点无奈。

年轻的父母同样对育儿有点“手足

无措”：孩子每次想要一样东西都通

过哭闹的形式，但是又不能一味满

足他，该怎么办？孩子总是想往地

上扔东西，怎么阻止也不行，楼下邻

居都有意见了……

无论是祖辈，还是新手爸妈，都

能在2.0版的静安宝宝屋找到答

案。据介绍，本次升级是在上海科

学育儿指导公益活动“进楼宇、进园

区、进场馆、进社区、进家庭”的“五

进”模式基础上，整合区域优质资源

推出的“科学育儿进宝宝屋”新模

式，通过科学育儿大讲堂、“教养医”

专家咨询、“4+N协商共育”亲子游

戏、“家庭式滋养型”育儿沙龙等形

式，助力家长把握家庭科学养育的

关键点和方法。每个宝宝屋呈现

“一屋一特色”，比如，江宁路街道蒋

家巷社区宝宝屋每年为有需求的家

庭提供不少于12次科学育儿指导

服务，还把“家庭式滋养型”特色融

入科学育儿指导活动。

据了解，静安区还将联动市教

委信息中心，推进科学育儿活动信

息化场景建设，随申办 ·静安旗舰

店“宝宝屋”及“科学育儿”App也

已正式上线，家长们以后可以通过

“宝宝屋”及“科学育儿”App，预约

静安区各社区宝宝屋的“科学育儿”

服务。

“将党小组建在居民楼，是嘉定

区新成路街道的一件新鲜事……”

2004年3月15日，新民晚报第二十

版刊发题为《居民楼有了党小组》的

报道，介绍了新成路街道新成四坊

6号楼的党建工作，引发关注。

这是20年前，嘉定区“楼组党

建”工作的一次积极探索。20年

来，嘉定区不断完善工作基础，于今

年初出台“楼组党建十二条”工作办

法，“楼组党建”蔚然成风。而在率

先迈出第一步的新成路街道，“同一

屋檐下”的楼组党员与居民们，早已

架起了党群的连心桥。

串起散落的“珍珠”
新成路街道现有11个社区，是

一个以居住生活型为主的居民集聚

街道。本报报道的新成社区6号

楼，有12户人家、34名居民，其中9

名党员，在不同单位工作。正是这

9名党员在2003年自发建立了社区

内第一个居民楼党小组。

“新民晚报的报道引起了广泛

关注，也对我触动启发很大。”时任

新成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的卢建明曾

在口述中回忆，6号楼里有不少知

识分子，学习气氛浓厚。6户党员

家庭与另外6户非党员家庭，一对

一结成学习对子，每月开展一次心

得交流。通过“聚一聚”“碰碰头”，

不仅增进邻里关系、促进家庭和睦，

党员和群众的关系也融洽了。

当时居住在新成路街道内的共

产党员有4400多名，其中在职党员

3300多名，这是社区建设无可比拟

的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他们如同

散落的珍珠，由于单位组织关系限

制，处于“休眠”状态。怎样将大家

串联起来，让大家在社区发光发

热？如何在认识上突破组织关系，

在操作上搭建组织平台？这是我们

当时着重考虑的问题。

2005年，新成路街道探索基层

党建建设，在党员所属组织关系不

变的基础上，以居民楼组为单位，把

居住地党员组织起来，建立了873

个楼组党小组；到2009年，“楼组党

建”基本实现全覆盖。

畅通社区“内循环”
城市社区，不仅是居民生活的

物理空间，也是交织人情关系的社

会空间。在新成路街道，各社区结

合实际情况，推动多种多样的楼组

党建形式，巧妙解决社区治理中的

难题。

走进南塘河社区，有一个楼组

会客厅，名为“寸草春晖楼”。这里

设置了常青藤红色议事厅、“转角

遇到爱”便民服务角、学习园地、休

憩场所等功能区。“寸草春晖楼”，

为上班族和退休人士、老年人和青

年人、党员与居民之间架起沟通桥

梁，也提供了互帮互助、共商共治的

平台。

除了使“陌生人社会”转向“熟

人社会”，楼组党建也推动着社区治

理“内循环”更加畅通。例如，源珉

社区党总支与街道辖区内练川实验

学校共同建立“红领巾议事厅”，为

青少年搭建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

发展建言献策的平台。迎园社区党

总支对小区原有的陈旧基础设施进

行修缮改造，“红色导航区域图”“同

心驿站”“协商议事 ·紫驿亭”等点

位，切实发挥党群服务阵地的政治

引领功能。墅沟社区党总支以“楼

组党建”为契机，实施帮扶助老结对

项目，并为高龄、空巢、独居老人印

制“温馨提示连心卡”等。

本报记者 杨洁

从“新鲜事”到“全覆盖”
楼组党建在嘉定新成路街道走过20年

静安14个街镇社区同步焕新，App配套上线

宝宝屋把科学育儿“请进屋”

几天前，徐汇区凌云街道舒乐

小区7号楼加装电梯正式交付使

用，这是凌云街道今年签约、开工、

竣工并交付的第100台电梯。从2

月2日召开动员会，到上周提前完

成今年“100台签约、100台开工、

100台竣工、100台交付”的“四个一

百”目标，凌云街道在加装电梯这件

民生实事上实现了速度和口碑的双

双大幅提升，体量及效率在全市范

围内都十分少见，其秘诀就在“早启

动、抓环节、回头看、聚合力”这12

个字中。

“四个一百”的提前实现并不是

终点，现在，凌云街道又在谋划探

索，创新全生命周期的维护统一标

准和居民募集维保资金的安全、高

效利用模式，找好后期维护团队，稳

稳传递“接力棒”，管好加梯“养老

钱”，让好事真正办得好、办得长远。

凌云社区老龄化程度接近

30%，大量多层住宅的住户希望加装

电梯，前几年，居民区陆续签约加装

了100余台电梯。街道今年年初就

开始筹谋，在春节假期后的第6个工

作日召开动员会，提出“四个一百”

目标，而且，当天就新签约了一批。

大半年来，凌云社区的加梯工

作热火朝天，所有28个居民区都有

了成功案例。其中，有的居民区原

定目标是“破零”，目前已签约两三

台；有的居民区原定目标是加梯10

台，最终实现了15台的喜人成绩。

梅陇六村和梅陇三村的加梯数量更

是在全徐汇数一数二，分别签约47

台和43台，让居民大面积住进了

“电梯房”。

高比例的加梯率不仅让居民出

行方便，叠加“三旧变三新”“美丽楼

道”等建设，更让小区品质整体大变

样，房价和租金都明显上涨，甚至出

现了房产中介到加梯签约现场“加

价40万元”收房却碰到居民惜售回

绝的事情。

居民加梯意愿高涨，凌云街道

狠抓环节和效率，街道城建中心和

自治办双牵头成立加梯办公室，大

家劲往一处使，加梯办统筹协调抓

进度，确保具备加梯条件的楼组一

个也不落下。为了更得民心，街道

还逐个走访、调查历年来加装的电

梯，及时解决使用过程中暴露出的

问题，及时回应和倾听百姓诉求，通

过不断“回头看”，让每一部投入使

用的电梯都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鲜

活案例，争取更多百姓的支持。如

今，加梯比例日益提高，一些出租房

屋的业主主动询问自家楼组什么时

候加装，一些搬走了的老邻居准备

搬回来，还有一户6楼居民和一户1

楼居民在结为亲家后排演出一部

《为爱加梯》的小品，社区氛围日益

和谐。

加装电梯是一件新鲜事物，相

较高层住宅，其维保、管理等都要摸

着石头过河，这也会让少数居民有

所顾虑。为了让加装电梯更加长远

稳妥地服务居民，凌云街道尝试了

不少做法。例如，在募集建设资金

时同步募集维保资金，在竣工前确

保10万元的后续维保资金已经到

位；又如，牵线搭桥，让银行开设对

公账户，接受业委会委托来保管维

保资金；在一些加梯较多的小区，还

推动物业和业委会达成统一管理模

式，将对所有电梯的标准化维护保

养嵌入物业服务合同，形成标准一

致的服务要求，更有利于居民安全、

长久地使用电梯。

本报记者 孙云

今年第100台电梯交付使用，徐汇凌云街道加梯有秘诀

传稳“接力棒”管好“养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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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年轻人并排

站立，紧挨的两只胳

膊用4个大夹子夹住

皮肉，4对夹子还用

皮筋两两绑紧，随后

二人向相反方向歪

身，皮肉被拉扯，非

常不适的生理痛苦，

谁先忍受不了就算

输，要接受被赢家拳

击头部。最近，此类

暴力打人短视频突然

爆火。

渲染暴力、展示

丑恶行为、展现生理

痛苦，以暴力打人无

底线引流求打赏，事

实上已经违反《网络

短视频平台管理规

范》《网络短视频内容

审核标准细则》等相

关规定。然而这类视

频的点击量动辄几十

万次、上百万次，评论

区居然有人喊“打得

再用力些”。网络上如此乌烟

瘴气——用“石头剪刀布”定输

赢，输者跪在椅子上被人用拖

鞋抽打；有些游戏类主播动辄

粉丝几十万，对游戏输家暴力

惩罚，让粉丝狂欢。

一个暴力视频爆火，无数

模仿者“应运而生”。网友留意

一个视频就会被“信息茧房”缠

绕，无以躲避、难以抵抗。同

时，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劳动监

察部门的注意，像这样有人被捆

绑泼墨殴打，有人脸上被扫出血

痕、身上被打出红印，女主播暴

力惩罚自己取悦粉丝，这些现象

的背后是不是有劳动迫害？这

些人大多是从业者，真正背后

收钱的“金主”是否另有其人？

网络生态经不起如此破

坏，短视频领域更不能任由“劣

币驱逐良币”，要加强优质内容

的生产和推送，让公众既能休

闲娱乐，又可以利用零碎时间

学习充电。相关监管部门对平

台的“推送”要上“金箍”，纠正

其“推之以利”的现状。暴力短

视频违背公序良俗、影响社会

风气，尤其对青少年产生不良

影响，甚至引发故意伤害和寻

衅滋事，相关执法部门一定要

加强巡查，长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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