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奋让未来更加光明 杨 江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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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保障进博会 笑迎八方客
徐泾镇是进博会永久举办地。

每一届进博会都是上海青浦向世界

展示形象的一次重要窗口。徐泾镇

社区志愿服务中心于2014年10月

开始运行，选址距离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约1公里，成立徐泾镇“微笑

四叶草”志愿服务队，2015年成为市

级志愿者服务基地。交通引导、信

息问询、秩序服务、应急救助、语言

翻译……“微笑四叶草”在“家门口”

传递“幸福名片”，展现“上海之门，

会展之城”的热情与风采。2018年

“微笑四叶草”志愿服务项目荣获全

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爱需要传承，志愿精神也

是。”张同伟全家三人，都在第六届

进博会期间担任志愿者，“微笑四

叶草”的志愿精神在一家人中流

淌。王毅皓是徐泾镇社区志愿服

务中心的长期管理志愿者，从前期

招募志愿者，到会展期间帮助前线

志愿者们解决问题、传递信息，他

全程“在线”，帮助志愿者们做好岗

前培训，更好地服务国内外宾客。

弘扬志愿精神，点亮文明之

光。作为进博会主战场，徐泾镇社

区志愿服务中心与87家央企、市

企、高校成立“微笑四叶草”志愿服

务联盟，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到

保障服务进博会的志愿服务中来，

为打造国际会展服务发展带增添

活力。创新打造具有组织枢纽和

综合保障功能的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进博站，联合区域内外丰富资

源，形成集活动、服务、项目于一体

的文明实践平台。

建文明社区 提升幸福感
赵巷镇是青浦区建设发展的

前沿阵地，是G50主干廊道上人

流、物流、信息流的重要节点。

赵巷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

心依托区位优势，以打造“15分钟

文明实践圈”的发展契机，探索志

愿服务建设新模式，坚持“文明实

践+社区治理”新路径，着力引导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从基础性社会服

务向参与社区治理发展。“社区治

理师”文明实践项目，为全镇80个

商品住宅小区社区治理“强筋壮

骨”；“社区政工师”项目，开展党史

教育、综合整治等各类宣讲文明实

践活动；“社区健康师”项目，面向

社会招募志愿者，传授护理专业、

营养专业、心理专业等专业知识；

“社区规划师”项目，打造文明社

区、文明小区微更新品牌，让更多

居民了解、支持和参与文明实践。

近日，赵巷镇和睦村开展了一

场“柿柿如意”手工编织活动。“现

场有老师专门来教我们制作，平时

没有这样的机会，增加了我们在村

里的幸福感。类似这样的文明实

践活动有很多。”一位村民边感慨

边晒出自己的学习作品。零距离

贴近市民，全方位服务百姓。赵巷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走进社

区、走向社会，文明幸福指数“双提

升”，文明实践新风尚逐渐形成。

线上加线下 树品牌项目
水韵江南，人文青浦，因水而

立、兼容并蓄。拥抱历史，立足江

南文化特色，青浦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打造了“青”心有约“天天

享”、“4个100”文明实践品牌项

目，将江南文化的生活场景、历史

记忆与地方特色融入现代生活，让

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全民健身和

健康养生文明实践活动走到群众

身边、走进百姓心坎。近年来，青

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积极探

索“互联网+文明实践”模式，设计

开发“文明实践在青浦”点单小程

序，实现线上线下互动融合。截至

目前，青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三级

阵地累计发布供单5万余单，线上

线下累计服务群众200余万人次。

青浦区还联合江苏吴江区、浙

江嘉善县举办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志愿服务创新项目大赛暨优

秀志愿服务创新项目集中展示活

动，推动长三角志愿服务团队专业

化提升和志愿服务项目品牌化打

造，以志愿服务力量助力一体化示范

区建设，打响长三角志愿服务品牌。

面向未来，青浦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将逐步打造成为传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前沿阵地，奋进青浦现代化

枢纽门户建设新征程的“凝心”平

台，培育时代新人和弘扬文明风尚

的精神家园，携手群众不断绘就新

时代青浦的幸福画卷。

本报记者 杨欢

上善青浦 温暖幸福

青浦是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等重大
国家战略的主战场，也是上
海全面推进“五个新城”建设
的重要承载地之一。当前，
青浦区正朝着“战略赋能区、
数创新高地、幸福温暖家”的
目标不断迈进。

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示范中心风采巡礼上海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示范中心风采巡礼

■ 青浦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首届“感动青浦”先进事迹展示活动

城市文明
实践样本

房源信息与实际不符、房租占

收入近一半住“老破小”物业服务

差、房东随意涨价……来上海四年

了，女孩付悦曾和很多年轻的“沪

漂族”一样，为了租房大伤脑筋。

直到她搬进静安区中建幸福公寓，

这些问题才迎刃而解。在这里，不

仅租金不贵，“幸福包子铺”、健身

房、共享厨房、图书室等配套设施，

大大提升了生活便利性。

在闵行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

理者之家，一间温馨小屋内摆放着

两张双层床，写字台和书架上一本

本工程类专业书籍，承载着4名年

轻务工者的上海梦。每月900元的

租房开销，让他们对梦想成真有了

更多念想。公共空间内，健身房、影

音室、阅读区和户外球场一应俱全，

而且，花上6元就买上一杯咖啡。

墙壁上，“上海有你更美好”的标语

下，大家用书签组成了一个向上箭

头的图案。一枚枚写着“如意”“平

安”“兴邦”“喜乐”等字样的书签，寄

托着大家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

上海是座梦想之城，如何才能

让它成为“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

能成业”的“希望之城”？年轻人自

己最有发言权。上周，围绕“青年宜

居安居”的主题，共青团组织青年代

表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

面”，聆听来自90后、00后的真实困

扰，寻求破解之道。

平均每隔16.25个月换房

去年11月，团市委、市青少年

服务保护办、华东政法大学组成课

题组，通过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和实

地走访座谈等方式，开展上海青年

宜居安居需求调查与政策改善研

究。课题组负责人、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童潇教授介

绍，数据显示，青年在租住房屋方面

普遍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

46.6%的青年表示“有一些经济压

力，但仍可以承受”；34.4%的青年

表示“经济压力较大，仍能勉力维持

生计”；有7.1%的青年则认为“经济

压力非常大”。上海青年租房平均

换房周期为16.25个月，房东频繁调

整房租以及工作变动成为年轻人四

处迁居主因。

“同学们希望有便捷的出行条

件，比如有的社区有到地铁站的班

车，但是车次很少，早高峰的时候共

享单车也很紧张；我们也希望青年

社区可以和周围创业园区联动，为

年轻人开展一些创业培训。”上海交

通大学模拟政协协会成员、研二男

生寇育晰前不久和团队伙伴走访了

学校附近4个青年公寓，听到了来

自同龄人的真实声音。

希望更好满足“职住”便利

“调查发现，青年期待社区有

更多生活、社交配套设施，富有新

社交方式和新居住方式的、可推

广的青年社区运营模式开始流

行。”童潇说。课题组建议，上海

应创新“青年公寓”房源渠道，扩

充“青年住房”市场供给；满足“青

年职住”便利需求，平衡“青年住

房”区域匹配，重点加强五大新城

产业园区和功能区的保障性租赁

住房供应，吸引青年人才和产业发

展共同进步，解决职住平衡同时促

进新区发展繁荣。

此外，课题组还提出，上海应尽

快打造“住房一件事”信息平台，为

年轻人提供全面透明的住房信息，

形成“一张床、一间房、多间房、买套

房”阶梯式青年住房解决方案。对

于初入社会的青年，政府可推出“住

房合租人”方案，提供信息支持，定

向推荐学校和产业园区附近房源。

对于职业稳定的青年，鼓励建设设

施完善的独立住房，同时提供租金

或其他优惠补贴。对于成长型家庭

的青年，政府支持开发商建设适合

年轻人的小户型住房，设立购房贷

款计划或补贴政策。此外，课题组

建议为外来寻职青年提供7—14天

短期住宿支持，并提供就业推介服

务，旨在满足不同青年群体的住房

需求，实现更全面的住房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如何让年轻“沪漂族”租房更幸福？
团市委等组织专场活动听取90后、00后想法，

专家建议上海尽快形成阶梯式青年住房解决方案

崇明静南村作为上海市第一批

15个宅基地置换试点村之一，如何

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城镇

化记忆”保留下来？钟表、粮票、农

具……位于村委会办公楼的“静南

记忆馆”那些老物件，承载着静南村

历史记忆，能唤起村民的乡土情

感。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静南记忆馆
记住“乡愁”

还剩不到一个月就是农历春

节，忙碌了一年的“打工人”们做起

了返乡准备，有关今年收入多少的

话题也热了起来。

外卖小哥陈思在上海3年多

时间赚了   万元的新闻在网络上

引发了热议，有人感叹他的拼搏精

神，也有不少人质疑其真实性。没

有无缘无故的成功。陈思多次成

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跑单

王”，这个  岁小伙子的双手布满

伤痕和冻疮，可见付出之艰辛。三

年赚了   万元，除了勤奋之外还

有什么隐情不得而知，但这份收入

的背后至少意味着异于寻常的付

出和风险，因此连专家也不推崇。

我身边的三个案例可能更具有

代表性——小区里收垃圾的老高夫

妇、做家政的老孙夫妇、送快递的小

张夫妇。他们都从外省农村来沪，老

高、老孙是“  后”，小张是“  后”，

他们和送外卖的“  后”陈思一样都

是这个城市最为普通的打工人。

老高、小张两个家庭的年收入

都在  万元以上，都在老家购置了

两套商品房。老孙做家政，收入略

低，但老公是大厨，两口子一年的

收入加起来也有  多万元，在老家

已经买了一套商品房，老孙说这套

房没有电梯，准备给儿子再买一套

电梯房做婚房，需要五六十万元。

这么一算，两套房加装修、彩礼、

酒水，老孙夫妇要准备至少一百万

元。“一百万就一百万吧”，她回答很从

容，没有想象中的为难，这令我吃惊。

收垃圾之脏、做家政与送快递

之累，都是城里人尤其年轻人望而

却步的，但是我身边这三个家庭却

靠此实实在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这就是上海外来普通打工人

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不能说是逆

袭，但是颇有启示。小张说：“我读

书不好，不勤奋一点怎么行？”老高

说：“我出生农村，不勤奋一点怎么

行？”老孙则说：“上海到处是机遇，

只要勤奋就能赚到钱。”

勤奋不一定致富，但一定会让

未来更加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