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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黄浦区今年第二

个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二轮征询首日签约比

例即达100%，创造了全市旧住房改造项目签

约速度的新纪录。昨天，普育东路101弄1—4号

旧住房综合改造项目二轮签约生效仪式举行。

普育东路101弄1—4号位于国货路以北、

海潮路以西、普育东路以东，属于海西小区内

两幢5层不成套职工住宅，现有租赁凭证142

户，配套设施不足，居住品质较低。

普育东路101弄周边十分拥挤，西侧紧贴

市政道路红线，另外三侧与住宅小区相邻，东

北侧为幼儿园，南北侧平均间距仅17米，现状

间距、退界均已不满足现行技术标准，房屋基

本没有“长高长胖”的空间。同时，两幢房屋建

造年代较早，原始结构质量较差，难以修缮。

如何改造？区房管局、区规划资源局、区

建管委共同评估认定，第三方单位给出专业评

估意见，最终决定采取“部分抽户+原址改建”

方案，实施成套改造。

今年7月，一轮征询以97.18%的高比例通

过，区发改委、区建管委、区财政局分别就立

项、建设、资金跨前服务，群众工作与建管流程

同步推进。

改造后厨卫独立成套、面积增加，让居民

很有获得感。那么，改造过程中，又如何通过

精细化服务，最大程度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半

淞园路街道和南房物业联合组建的专项工作

组将“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

意的事办好”，政策口径公开透明、方案设计考

虑周全、群众工作讲法讲情、工作团队随叫随

到，最终获得了居民认可。

在诉求排摸中，居民普遍希望新家能有一

个阳台。设计单位驻扎项目现场，逐户了解居

民居住现状、改造需求，精雕细琢“一户一方

案”，为每户居民增设了符合规划要求的独立

阳台，并增设洗衣机的安放空间，以满足日常

洗晒需求。

老小区，老人多。为此，本次改造同步加

装电梯，方便居民出行。“一户一方案”全屋定

制化设计，充分考虑家具摆放的布局尺寸，尽

可能减少房间内结构构件的凸出；同时，原有

地下空间经改造后成为非机动车库，配备充电

设施，解决了小区内长期飞线充电的消防安全

隐患。此外，小区内部整体环境也将同步改

造，道路重新整修铺设、雨污混接、绿化提升，

结合周边房屋大修，让小区从内而外焕新。

上海启动入境旅游形象推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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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育东路101弄1—4号旧住房综合改造创速度纪录

“狭缝通道”“虚拟网球”“磁悬浮环”……

在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社区文化中心，一系列鲜

活生动的科普展品吸引居民驻足。

昨天下午，由浦东新区科经委和洋泾街道

办事处联合举办的“科普进社区”活动启动，长

三角地区科普课件大赛颁奖仪式同时举行。

在现场，启动仪式、互动展示、科学实验展演等

环节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图为居民戴上  

眼镜，体验孤独症康复训练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科普进社区

因紧邻某三甲医院，

浦东新区一小区的短租房

供不应求。

然而，小区隔三差五

就有“陌生面孔”拉着行李

箱进进出出、大声交谈，甚

至半夜扰民，让一些居民

苦不堪言。

浦东新区这一小区遇

到的问题，在许多大医院

周边的居民小区都会出

现。从外省市到这些医院

看病的患者，大多有家属

陪同，住旅馆的话，可能一

间房还不够住。而短租房

不仅相较旅馆更便宜，还

能开火做饭，为病人专门

烹饪对胃口的饭菜，因而

格外受欢迎。

曾有街道统计，所辖

社区中的短租房里，来沪

求医的租客占比超过

  %，但随之而来的是消

防隐患、卫生状况堪忧和

扰民等问题。

治理小区中的短租房

乱象，如果运用人海战术天天巡查，短期

可能会有一定效果，但往往“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

要让外来租客与小区和谐共处，不

仅要“堵”，也要靠“疏”。

申城的一些小区在对于短租房的治

理上，已经有了不少好的实践。本报曾

在今年 月  日头版刊登《枫林社区“院

区房”顽疾治愈了》一文，介绍了在基层

法治观察、“软法”治理等机制的多重作

用下，困扰居民许久的短租房治理难题

已得到有力解决，居民投诉显著减少。

在不少小区，短租房出租人往往是

“二房东”。对此，一些街道依照《上海

市住房租赁条例》第二十一条“个人以

营利为目的的转租房达到规定数量，需

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等相关规定，

要求短租房经营者依法办理市场主体

登记，成立房屋租赁公司，以市场主体

身份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房屋转租活

动，根除短租房乱象，保障租客权益，同

时探索建立“白名单”制度，使其参与到

小区共治中。

只有疏堵结合，才能从源头上根除

短租房乱象，并提高短租房的管理成

效，形成居民、租客、出租者多方共赢的

良性循环。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
为贯彻落实平台经济常态化

监管要求，上海市市场监管

局会同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制

定了《上海市网络零售平台

合规指引》《上海市网络餐饮

服务平台合规指引》。同时，

对2022年出台的《上海市网

络直播营销活动合规指引》

作修订，细化直播营销平台

管理责任。

《上海市网络零售平台

合规指引》聚焦平台主体合

规、商户及商品管理、运营管

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四个方

面，对网络零售平台提出36

项具体要求，包括从主体资

质、平台协议与规则、合规

管理机构和制度等方面明

确零售平台主体合规要求；

从入驻主体审核、商品信息

管理、商品质量管理等方面

明确商户及商品管理要求；

从广告营销、建立检查监控

制度等方面明确平台运营

管理要求；从格式条款、纠

纷处理、七日无理由退货等

方面明确平台消费者权益保

护内容。

“指引中对法律中一些

没有写明的地方进行了细

化。比如之前规定提供药品

网络零售平台服务的不得在

首页显示处方药包装、说明

书等信息，但未明确‘首页’范畴。这次明

确，‘首页’包括药品网络销售平台首页、医

药健康行业板块首页和平台内经营者店铺

首页，做到了线上线下一致。”市药监局稽

查局副书记赵宇翔表示。

《上海市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合规指引》

从五个方面对网络餐饮服务平台提出了

38项具体要求。除平台主体合规、运营管

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外，还对餐饮服务经

营者及食品安全管理、餐饮配送管理等提

出明确要求。

《上海市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合规指引》

则细化了直播营销平台管理责任，新增明

确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法制定并公开网络

直播营销管理规则，新增建立广告业务承

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的规定，并增

加对平台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关行为的

规范要求。同时，将负面清单中的10项内

容增加为14项，与另两项合规指引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指引中特别提出对“一老

一小”的保护，比如不得无依据随意冠以

“婴幼儿专用”等标识进行差别化宣传、不

得变相发布“神医”“神药”或投资养老等

违法广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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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海启动入境旅游形象推广行

动。上海市文旅局聘请了7位国际友人担任

上海国际旅游形象公益推广人，发布了2024

年上海文旅宣传片和文旅体节展赛事活动日

历，邀请全世界游客来魔都打卡，领略上海独

特的都市魅力。

入境旅游首选口岸
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也是入境

旅游的首选口岸。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接待

入境游客229.9万人次，入境游恢复水平位于

全国城市前列；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

站效应日益凸显，预计年内将吸引入境游客

超300万人次。

无论是上海的传统美食小笼包，还是一

江一河的两岸美景，上海正以独特的魅力和

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越来越多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走进上海的弄堂和石

库门建筑，触摸上海的历史脉络，感受夜晚广

场的霓虹灯，在不打烊的咖啡馆品一杯香醇的

咖啡，在形形色色的艺术展馆感受艺术文脉，

在Citywalk中开启一段段“海派城市考古”之

旅，在行走间、观察里、分享中爱上这座城。

向全世界发出邀请
活动中，市文旅局发布了全新的2024“乐

游上海MeetinShanghai”文旅宣传片。来自

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等国

家的7位海外友人被授予上海国际旅游形象

公益推广人证书。

大型节展赛事是城市形象宣推的“金名

片”和吸引国际游客的“加速器”。2024年，上海

将推出各类精彩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道

道不同凡响的文旅体大餐。其中，《星耀中国：

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林风眠和吴冠

中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等一

众重磅级展览，将带来一场场视觉盛宴；国际

影视节、上海旅游节、国际艺术节和国际艺术

品交易周等重大活动，将继续呈现魔都嘉年

华的独特魅力；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中国

大奖赛和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等赛事，也将进

一步增加上海对于海内外游客的吸引力。

联手讲好中国故事
为助力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世界著

名旅游城市建设，市文旅局和上海报业集团、

上海广播电视台下属两大国际传播中心，以

及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共赢，面向上

海入境旅游主要客源国和在沪外国人群体，

加强上海国际旅游形象的推广与策略研究。

中国旅游研究院主要开展旅游业政策和

理论研究、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以及行业数据

统计与分析等工作。上海报业集团和上海广

播电视台下属两大国际传播中心则全力集结

内部国际传播资源，以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上

海声音、促进文化交流和互鉴为使命，开展国

际传播。强强联手，无疑是上海文旅持续打

破信息和机制壁垒、集合一切有生力量、齐心

聚力将上海打造成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重

要举措。

2024年，上海计划推出多层次、差异化

的旅游线路产品，打造一批都市型开放式景

区。同时，以提升入境服务体验感为目标，

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对接国

际旅游通行规则，加强各方协同、资源集成，

用好用足各项政策，优化提升入境旅游服务

措施。 本报记者 杨玉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