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大思政课成为育才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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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40分，17号楼301室，装修工人正在

客厅地面、墙体违规开槽。”日前，闵行区新虹

街道爱博二村物业巡查员夏翠萍发现问题

后，第一时间拍照上传至“新虹物业服务直通

车”系统。10时20分，新虹街道房管所、城

管、居委会、物业组成的四方工作小组来到装

修现场，看到客厅地面开槽处疑似埋设抽水

马桶的污水管道。工作小组告知装修工人：

“在客厅、阳台增设卫生设施，改变了房屋的

使用性质，属于违法装修行为，需要在24小时

内自行整改，恢复原状。”

装修无小事，安全是大事。近年来，多起

装修私拆承重墙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也

在行业内掀起新一轮安全警示讨论。今年年

初，闵行区新虹街道推出“人房共管、管执联

动”试点，街道房管所联合城管、居委、物业组

成工作小组，加强源头管控、日常巡查、堵塞

漏洞，探索违规装修治理闭环监管新机制。

爱博二村是有着近5000户的大型动迁小

区，每月数十户居民装修，不少楼栋门口绿化

带经常堆放着建筑垃圾……多年来，违法装

修、装修扰民等投诉居高不下。如何规范居民

的装修行为？新虹街道爱博二村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张敏介绍，新机制试点取得了立竿见影

的效果。截至今年5月底，60户业主办理了装

修备案，其中，25户装修进入尾声，35户装修正

在进行中，没有一户存在违法装修行为。

在装修前，业主需要携带身份证、房产证

去物业登记，填写一份《业主装修承诺书》，承

诺不损坏房屋承重结构、不破坏房屋外貌、不

擅自占用物业共用部位、不擅自移装水电煤

共用设施等；装修公司需要提交装修资质、装

修图纸等材料。“收到这些材料后，我们上门

查看，提供房屋原始图纸，明确告知房屋承重

结构等部位不得破坏，并拍照上传‘新虹物业

服务直通车’系统；若发现房屋内存在遗留违

法装修行为，需要业主自行整改完毕后，才能

进行装修。”夏翠萍说道。

在房屋装修过程中，物业专管员每日上

门巡查，拍摄房屋内最新装修进展，上传至

“新虹物业服务直通车”系统。“装修前两周，

是隐蔽工程施工期，也是违法装修高发期。”

张敏介绍，他们和物业会增加上门巡查频次，

每天至少巡查两次。一旦发现存在违法装修

行为，巡查人员会叫停违法装修行为，拍照取

证，上报“新虹物业服务直通车”系统。当日，

居委会、物业、街道房管所、城管四个部门联

合组成的工作小组上门查看，并提出24小时

内整改要求，由工作小组验收通过后才能进

行下一步装修。“党建引领的社区网格化自

治，也织密了房屋装修的安全网。”张敏表示，

爱博二村划分了10个微网格，每个网格的热

心居民主动加入巡查队伍，不定时上门查看，

督促装修工人文明施工。

新虹街道房管所负责人郑柳君透露，新

机制在辖区内29个住宅小区同步试点，打造

多元共治新格局。12345市民服务热线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关于闵行区新虹街

道房屋装修、噪声扰民等方面的投诉量同比

下降了近40%。 本报记者 杨玉红

闵行区率先构建装修全流程监管机制

对野蛮装修等违法行为说“不”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近年来，申城不少社区探索构建
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基层治理新要
求、居民需求新变化的基层治理新模
式，形成党建引领、“三驾马车”齐带头、
居民自治有力量的小区氛围。今天起，
本报与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会同市、区
房管部门、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联合
在每月“物业便民服务周”期间推出系
列社区治理典型案例故事，分享经验，
解读政策，共画小区“同心圆”。

思政课如何做到“配方”先进、“工艺”精

湛、“包装”时尚？在昨天举行的“守望花开

共育未来——这堂思政课有点不一样”2024

年第二期汇讲坛中，来自徐汇区的师生和上

海歌剧院、钱学森图书馆、复旦大学博物馆的

负责人一起畅谈，让校社家联动的大思政课

成为育才讲台。

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奕教授介绍，上

海的博物馆校均数量比为9.96∶1，相当于每

10所小学“拥有”一家博物馆，不过与英国的

7.7∶1、美国的3.8∶1和日本的2.7∶1相比，仍

有提升的必要。她认为，要加强馆校联动，博

物馆可更多地开发馆本课程，参与校本课程

开发，把展览送进校园等；打通社会教育和学

校教育，例如将馆校合作教育内容纳入中小

学课程等。

在聆听上海歌剧院、钱学森图书馆、复旦

大学博物馆、田林三中等负责人介绍大思政

课建设后，观众们兴致勃勃地“点菜”。一名

黄浦区的学生向钱学森图书馆执行馆长李芳

提问，希望能“送课上门”。还有小朋友对钱

学森图书馆的“重走学森路”很感兴趣，希望

暑假能报名参加。可惜目前这一活动还是面

向交大学生的，不过李芳当场表示，明年将推

出面向中小学生的研学活动，让大家能到钱

老工作过的酒泉去看看，亲身感受老科学家

们是如何在戈壁荒漠上研制出“两弹一星”

的。此外，有教师针对大思政课如何开展更

有深度研究这一课题，与田林三中校长李慧

清约定要上门“取经”。 本报记者 孙云

昨天，静安石门二路街道在“家门口的科

学社”——社区书院举行“科技让生活更美

好”主题科普活动，启用了全市首个社区数字

阅读新场景“桌面互动阅读区”，为社区居民

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

在模拟飞行时体验一把飞行员驰骋蓝

天的感觉；激光雕刻用“光”作为时间的刻

刀，将每一份独特的记忆镌刻在钥匙扣上；

神奇的3D打印笔将三维空间化作创意的画

布，通过模板绘制，立体作品便在平面上跃然

而出……社区书院主会场设有多项科普互动

体验项目，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既有深入浅出

的科普视频介绍，又有互动体验环节，让居民

们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

今年上海科技节的主题是“科技让生活

更美好”，石门二路街道立足公众所需，整合

辖区资源，服务创新发展，展示科技成就，不

断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打造“15分钟科普

生活圈”。除了主会场活动以外，石门二路街

道还在馨望书院、科普咖吧等地同步开展各

类科普体验活动，为社区居民和楼宇白领带

来丰富的“科普大餐”。

记者了解到，石门二路街道已建成“家门

口的科学社”2处、楼宇科普咖吧1处及10个

居民区科普学习站点等各级各类科普阵地，

社区居民步行15分钟内就能了解最新的科

技发展图景，在家门口能参与各类科普活

动。据介绍，街道将继续丰富科普内容，创新

科普形式，积极培养社区居民科学精神。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黄小清

石门二路街道打造“15分钟科普生活圈”

眼下正是夏种时节，连日来，青浦区金泽镇莲湖村的“蛙稻米”秧

田里，村民操作插秧机忙着插秧。莲湖村水稻种植历史悠久，该村位

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环境优越，水稻可一年两熟。村民在种植

著名的“蛙稻米”时，会投放号称“吃虫大王”的海南虎纹蛙，打造“以

蛙护稻、以稻育蛙”的生态循环模式。 杨建正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吴翔）昨晚，第十二届辰

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收官，两天来，近万名观众

在大自然的环抱中聆听了来自上海歌剧院交

响乐团与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带来的交响音乐

盛宴。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已举办12年，这

场音乐盛会为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提供“有

音乐，有自然”的“慢”周末体验。

在5月25日的音乐会中，来自上海歌剧

院的男高音歌唱家于浩磊、女高音歌唱家宋

倩、徐晓英、熊郁菲，以及特邀男高音歌唱家

石倚洁、王冲和女高音歌唱家周晓琳先后登

台，演绎了普契尼歌剧中的11个经典唱段。

本场音乐会的实况同步上传至欧洲广播联盟

平台，让世界听见中国歌剧之声，让全球乐迷

共享这场纪念普契尼的音乐盛会。

5月26日的音乐会则与今年中俄建交75

周年紧密相连，中国钢琴家孔祥东与圣彼得

堡爱乐乐团联手演绎了脍炙人口的柴可夫斯

基作品，掌声一次次回响在植物园内。钢琴

家孔祥东说：“国外的户外音乐节，我曾经演

出过多次，这次能在家乡上海登上户外舞台，

我更加激动和高兴。在举办户外古典音乐节

的水准上，经典947音乐频率已走在中国乃

至世界的前沿。”

第十二届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收官

乐享“慢”周末，有音乐有自然

校社家联动群策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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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数字阅读新场景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