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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电线“飞线”隐患
重重、道路坑洼不平、路灯忽明忽暗……在老

旧小区，各种公共设施老化故障是普遍问题，

但由于隶属于不同部门，维护改造难以实现

“齐步走”。昨天，浦东新区老旧小区公共设

施提升工程现场会召开，各方合力为老问题

找到新办法。

周家渡街道齐一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

区。“当初线路不是预埋好的、统一管线，而是

分批分次铺设。物业工作人员不清楚线路的

具体情况，万一操作不当，会产生很多居民的

新矛盾。”周家渡街道齐一居民区书记潘丽表

示。4月以来，浦东新区文明办牵头浦东建

交委、浦东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开展为民办实

事“老旧小区公共设施提升”项目，针对部分

老旧小区存在的基础设施落后、配套设施不

完善等问题，会同相关职能单位和各街镇制

定方案，持续改善居民居住环境。“过去居民

区没有力量将这些单位聚集在一起，浦东新

区文明办帮我们搭建了这个平台，让工作推

进非常有成效，各种问题迎刃而解。”潘丽说。

为此，浦东新区文明办首先对第一阶段

70个老旧小区公共设施损坏全面排摸。其

次针对问题，文明办牵头协调物业部门、电力

公司、水务集团、自来水公司、移动、电信、联

通等公司及相关街镇召开设施设备修缮专题

会，系统推进提升。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补绿

9800平方米，修复道路坑洼4200平方米，修

整电表箱1959个、水表箱1968个、弱电箱

2159个、信报箱396个。“后续，我们还将会同

相关部门再梳理老旧小区名单，找到小区公

共设施存在的共性问题，制定深化提升的整

体计划。我们将通过3年行动计划逐步分批

提升，力争实现老旧小区公共设施提升全覆

盖。”浦东新区文明办创建处副处长沈云说。

本报讯（记者 姚丽萍）今天上午，黄

浦区社区长者食堂“全区通享”服务正式上

线——户籍地或居住地在黄浦的老人，凭

“五边十色”助老服务卡，即可通享全区11

家社区长者食堂统一8.5折用餐优惠，加上

去年推出的老字号长者餐厅，目前黄浦老

年助餐服务“全区通享”场所达42家。

需求量最大的养老服务，是什么？老

年助餐。近年来，黄浦区不断完善三位一

体的为老助餐模式——“中央厨房统一配

餐+社区长者食堂+老字号长者餐厅”，强

化为老助餐设施供给，提升为老助餐服务

质量。

不过，成片旧改和人口结构变化，让部

分街道社区长者食堂面临阶段性缺失和供

给不足。为此，黄浦区民政局积极调动社

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去年推出30余家“老

字号长者餐厅”并实现“全区通享”；同时，

牵头指导各街道加快推进全区通享服务向

社区长者食堂延伸，努力打破街道边界，让

全区老年人便捷可及、平等享受到老年助

餐的实惠，暖胃更暖心。

社区长者食堂“全区通享”如何实现？

技术赋能，依托“五边十色”助老服务卡，一

卡在手，全区通享，统一给予老年人8.5折

的用餐实惠，部分社区长者食堂还提供长

者特惠套餐。值得一提的是，“五边十色”

助老服务卡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黄浦区代

表处定向支持。

目前，年满60周岁、户籍地或居住地

在黄浦区的老年人均可申请“五边十色”

助老服务卡。其中，本市户籍老人可到黄

浦区各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交

申请办理；非本市户籍的老人可到居住地

所属居委会申请办理。

未来，黄浦区借助“五边十色”助老服

务卡，“智慧养老”将实时归集老年群体服

务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保持服务供给活

力、优化服务内容。

“全区通享”优惠

浦东老旧小区
公共设施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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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一江一河”沿岸公共空间建设
全面融入儿童优先发展、儿童友好
理念，推动公共设施、公园绿地、儿
童乐园、科教基地、运动场所、标识
导引、社会服务等系统性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昨日，记者从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管理委获悉，上海在“一江
一河”沿岸中心城段地区建成170余
处儿童友好空间体验场所，提供了
全市最大规模的走近自然的亲子休
闲场所、安全有趣的活动设施、丰富
多样的课外实践活动空间，有望将
“一江一河”地区打造成儿童友好滨
水空间建设的上海样本。

安全绿色健康
在“一江一河”沿岸公共空间建设中，上海坚

持“安全第一”的原则，鼓励低碳环保理念的融入，

在各类建设中坚持使用绿色、安全、环保的材料，

在规划设计中注重充分研究不同年龄段的成长特

点，满足儿童专类空间的分年龄安全标准，保障各

类空间与游憩设施等的运行安全，为儿童创造安

全、健康、绿色、快乐的成长空间环境。

结合滨水空间特点，在岸线设置和栏杆设计

方面加强防落水、溺水安全设计和指示，结合慢行

系统建设、无障碍环境提升等工作推动适儿化改

造，结合驿站建设重点推进母婴室、第三卫生间、

安全设施及监控设施的设置。

虹口滨江的旅游厕所设置有第三卫生间，无

障碍设施、婴儿护理床、儿童坐厕以及儿童洗手池

等一应俱全，并安装了报警按钮，便于发生意外

时，及时迅速施救，为陪护老人、小孩、残障人士提

供了最贴心的照顾。浦东滨江的24座“望江驿”，

兼具休憩、卫生、健康、储存、应急和信息等功能，

用温暖的空间承载儿童的需求。第三卫生间内配

备无障碍厕所、儿童厕所、母婴操作台等设施。

满足全龄儿童
听得到蛙声、见得到蝴蝶、

闻得到花香……“一江一河”滨水空

间为儿童提供自然教育、美育教育、科

技体验、课外实践、体育游乐、亲子休

闲、亲水近水等类型场所空间，注重分

年龄段设置儿童体育游乐设施，满足

全龄儿童的多元活动需求。

基于公园绿地形成的自然教育场

所，成为孩子们的天然“课堂”。黄浦江

沿岸已建成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

世博文化公园等1200公顷绿地生态空

间，苏州河沿岸已建成半马苏河公园、

苏河湾绿地等150公顷绿地，因地制宜

设置了体育游乐、亲子休闲、亲水近水

等活动场所。徐汇西岸自然艺术公园在

今年上半年开园试运行，“多维绿道”巧

妙地连通了地面步道、人行桥与架空段，

打造出一条全程近500米的空中栈桥，将

树篱学堂、木作学堂、森虫秘境、活力乐

园等主题区域紧密相连，为儿童创造多

功能活动空间。“一江一河”滨水空间也是

美育教育场所。最有代表性的是由20余

座文化场馆连接而成的徐汇滨江“美术馆

大道”，各美术馆每年带来百余场精彩展

览和活动的同时，聚力儿童艺术教育，策

划儿童特展、儿童导览、艺术工坊等一系

列公共艺术教育项目，不断丰富儿童的审

美感知和艺术体验。

打造特色IP

黄浦江沿岸的功能定位为城市核

心功能承载区，航运、金融、科创、文化等产业功能

较为成熟，各区段以此进行儿童友好空间建设与

提升，形成主题鲜明的IP。虹口滨江挖掘航运服

务与航海文化，结合现有的国际邮轮码头、老码头

文化博物馆、航海公园，融入嗨派运动公园、魔都

矩阵的探索乐趣，打造探索+航海主题特色；杨浦

滨江结合一系列近现代工业遗产，以自来水科技

馆、世界技能博物馆、皂梦空间等科技展示与互动

体验场所，打造寓教于乐、多样化参与的科普教育

空间。

苏州河沿岸定位为特大城市宜居生活的典型

示范区。虹口段和黄浦段注重结合外滩源历史文

化建筑群及其创意展示空间推进亲子活动，展示

上海文化底蕴，塑造地域文化认同感。普陀段的

梦清园区域，利用天安千树公共服务设施，发挥梦

清园、滨水步道的自然生态效应，构建上海儿童日

常生活画卷。静安段和长宁段则依托四行仓库、

华东政法大学等重要的沿河历史建筑群，积极设

计儿童研学线路，探访滨江历史文化遗产，提供独

特的滨水文化和历史体验。

鼓励儿童共治
“一江一河”滨水空间能不能遛狗、放风筝、搭

帐篷、滑板、轮滑？多个部门通过精细化管理划定

在特定区域、时间段内进行，有序保障滨水空间内

的多样化儿童活动需求。例如，在满足绿地及生

态功能的条件下，沿岸各区均开设草坪活动区、草

坪帐篷区等家庭友好区域，划定特定的宠物友好

区域，为儿童及其家庭与动物和谐共处提供机会。

徐汇滨江不仅规划建造了滑板、攀岩场地，还

在去年新建了FISE泵道，专业的儿童设施和安全

的场地环境让小朋友们流连忘返。浦东耀华滨江

绿地上千米长的木栈道不仅补充了步行体系、增

强游赏体验，沿着栈道分布的木平台还提供了搭

帐篷的场地。

市“一江一河”办联合多个部门，充分利用人

民建议征集、儿童议事会、参事会等平台，搭建儿

童全流程参与的长效机制，保障儿童能在项目前

期调研决策阶段、中期设计实施阶段和后期运营

阶段等各个阶段有效参与。去年，“‘一江一河’儿

童友好空间建设 大家来畅谈”人民建议征集活动

收集到1800余条意见，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的参与。

比如，建平实验小学孔昕恬提出，所有的活动园需

要加强宣传，同时要让80%普通人都听过或知道这

些游乐地点、设备。航头学校孟君竹、唐镇中学潘

艺蕾都提到，要加强对儿童友好空间的宣传，让更

多人将这个空间真正利用起来。

为此，市“一江一河”尝试制作发布了第一张

“一江一河”大型儿童友好设施的总图，今年又绘

制了中心城区8个区段的分段图，对分布在各区段

的儿童友好设施和场所做了系统梳理和重点标

注，希望为儿童和家长提供更多指引和便利。后

续还将印刷一定数量的纸质版本放置于驿站，并

和相关单位加快开发应用小程序方便具体信息精

确查询。 本报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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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浦江儿童友好空间（局部）

■ 苏州河儿童友好空间（局部）

■ 曹杨路桥下的“超级管”是孩子们的乐园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黄浦社区长者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