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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话题：
住宅小区治理关系到居民的宜居指数、幸福指数。然而，

车辆乱停、楼道堆物、装修垃圾清运收费不透明等问题，成为

困扰百姓日常生活的“老大难”。破解顽症痼疾，在共建共治

共享中打造美好家园，关乎每个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民圆桌”围绕“加强住宅小区治理”，邀请了社区居民、

业委会、物业、政府职能部门等各方代表30多人座谈交流，在

如何优化小区整体环境、如何提升物业服务质量等方面展开

讨论。本次“市民圆桌”由嘉定区委社会工作部、嘉定区人民

建议征集办公室、嘉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嘉定区房屋管

理局等主办，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融媒体工作室协办。

■ 市民议题：
1.如何缓解停车难题？
“老小区车位不足，尤其晚上停车高峰期，天天上演抢车

位大战，整个小区路面看起来乱七八糟。”在居民代表余洁看

来，最让人头痛的就是小区的停车问题。

不少居民反映，停车破坏绿化，占用消防通道、堵塞出入

口的现象比比皆是，不但存在安全隐患，也使邻里矛盾不断升

级。此外，物业停车管理不规范、不合理、无标准，也是乱象得

不到改善的原因。

嘉定区房屋管理局物业科科长郭晓泉指出，停车难、停车

乱主要还是老旧小区的共性问题。从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

统计数据来看，小区物业服务管理是市民诉求的焦点，其中最

不满意的问题之一就是“停车难”。

2.如何治理乱堆乱放？
整洁畅通的楼道不仅是居住安全的重要保障，更是小区

高效能、精细化治理的直接体现。马陆镇陆家片区居民沈坚

讲，居民们常常把废旧家具、杂物等堆放在楼道、走廊、车棚等

地方，长年累月占用公共空间。堆物现象总不能被制止，进而

形成了一种“法不责众”的错觉，“有时候居委会干部上门劝说

确实有点效果，但好不容易清理好了，隔段时间又是卷土重

来，反复回潮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物力和人力。”

嘉定区城管执法局协调科科长张奕认为，类似楼道堆物

等不文明现象，既靠他律也需自律，除了物业服务企业要定期

巡查外，更要靠居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推动楼道“微自治”。

3.如何规范清运收费？
不少居民指出，家庭装修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一般由

物业公司代收清运费统一处理，但物业的收费标准十分混乱，

有的按“袋”、有的按“车”、有的按垃圾堆放面积、有的按住宅

面积……对此，居民们常常是一头雾水，由此引发了诸多关于

“天价清运费”“乱收费”的投诉。

4.如何提升物业服务？
不少居民代表认为，部分物业公司在服务方面的“不给

力”，是造成小区治理乱象的关键所在。而针对这样的质疑，

物业公司代表却也有话要说，“有不少房屋质量问题确实不在

我们的职责范围；而对于敲墙头、违法建筑等问题，我们又没

有执法权。”座谈中，就“物业该如何履职尽责”“相关各方又该

如何积极赋能”，引发了热烈讨论。

■ 建言献策：
>>>金点子一：错峰共享停车
小区和社会停车存在时间段上的需求差异，可以指导周边经营性公共停车场（库）全天

开放，鼓励国有企业、医院、高校等在保障内部安全和秩序的前提下，将内部停车设施错时对
外开放。 建议人 余洁

>>>金点子二：鼓励人人监督
目前上海对楼道充电、飞线充电等违法行为，试行举报奖励机制，确实从一定程度上为

整治效率和效果的提升带来了强大的“社会助力”。相关部门对小区内其他存在安全隐患、

影响公共利益等行为能否也优化举报流程，发挥好“人人监督”的作用。 建议人 项捷
>>>金点子三：收费公开透明
相关部门应将建筑垃圾清运费标准发放给每个小区的物业

公司，明确要求收费标准上墙公示，在“公开透明”中让每位居民

“心中有数”。在居民装修报备时，物业公司有义务在线上线下

提供完备详尽的收费标准。 建议人 陶佳燕
>>>金点子四：设立“红黑榜”
引入第三方测评机构对区内各物业公司服务标准开展综合

测评，通过“红黑榜”机制定期开展公示，在“奖优罚差”中，激励

物业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建议人 芦伟明
>>>金点子五：建立联动机制
建立由社区党总支牵头，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共同参

与管理的社区治理服务联动机制，加强各管理主体之间信息互

通、资源共享，解决社区治理重点和难点问题。 建议人 梁想丽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整理

■ 圆桌话题：
目前，上海正在创建“森林城市”。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

绿洲”，绝非仅仅依靠植树造林那么简单。既要让森林与城市

有机融合，更要让市民充分参与并享受绿色生态城市的氛围，

与自然和谐共生。

“市民圆桌”围绕“更好打造森林城市”，邀请相关部门、居

民村民、在校学生、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乡村振兴企业、绿化

环卫工人、环保志愿者、园林设计师、社区物业等近200位代

表参与。本次“市民圆桌”由奉贤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领导小

组办公室、区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区委社会工作部、区人民

建议征集办公室和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办，新民晚报“新民

帮侬忙”融媒体工作室协办。

■ 市民议题：
1.如何让森林“展开怀抱”？
参会代表们首先来到奉贤区中央林地的荷花池，步入林

间绿道，映入眼帘的是满池绿荷与精致的花境小景。“看得见

走不进”的树林正被逐步改造成为“可穿行的绿洲”。

在上海焕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琰看来，发展森

林生态产业，需要更多商旅文体资源的赋能，实现生态与经济

价值的双赢。“比如，南上海中央公园有主城区非常稀缺的大

面积林地，完全可以在不影响林地树木生长的前提下，打造文

旅项目，成为市民的休闲去处。”

奉贤区庄行镇浦秀村党总支书记黄蕾认为，郊野公园不

仅是生态景观的载体，也是乡土文化的重要展示平台。可以

挖掘古树名木、非遗文化、历史建筑等有重要文化价值的要

素，融入到公园设计中，讲好文化故事、注入文化之魂。同时，

她指出，郊野公园应适当调整林木种植间距，预留林下停车空

间，提升游客的体验度与满意度，防止占用草地乱停车等行为

的出现。

2.如何推动市民高质量参与？
作为一名“露营发烧友”，复旦大学在读学生朱子嫣坦言，

她与家人好友前往公园林地露营时，经常发现配套设施缺失、

人性化管理缺乏。她希望相关部门制作发布“绿地露营地图

指南”，标注出各个公园绿地的露营点位，包括大小、开放时

间、停车收费等信息，不让游客跑“冤枉路”；露营地应增加移

动厕所、直饮水机、洗手池、分类垃圾投放点和可移动式售货

车等；还需引导市民共同维护良好生态环境，建立沟通渠道，

让公众及时反馈问题。

上海迪博大数据研究所所长刘波表示，森林城市不仅是

一个生态概念，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高质量的生活离不开市民

高质量的参与。一方面，通过生态知识的普及，增强市民的生

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强化社区参与，实现森林城市创

建的全民参与。

“建立社区绿化事务议事制度，让更多人加入到森林城市

创建的决策过程中。招募社区绿化志愿者开展科普讲座、家

庭养花咨询、阳台庭院绿化布置等公益服务，提升市民爱绿护

绿热情。”

■ 建言献策：
>>>金点子一：提升社区创森品质
监督指导业委会、物业对小区绿化的日常养护，涉及“动

绿”事宜，需按小区议事规则开展征询，向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在新建小区考

虑复合功能设计，以“见缝插绿、立体建绿”的思路提升绿化品质，在绿地设计中融入文体元

素，如设置健身步道、儿童游乐区等，实现绿化与文体功能的有机结合。 建议人 陆杰
>>>金点子二：有效加大林木覆盖
在现有公园内，减少草皮种植、增加林木种植，提升林木覆盖率。在工业园区内，减少大

面积草皮广场，增加乔木种植数量，对闲置空地补绿种树。 建议人 何晓红
>>>金点子三：形成人人参与机制

邀请更多市民加入志愿者的行列，在形成“人人参与”的机

制中，引导他们成为“绿色生态的讲解员”“生态资源的守护员”

“科普宣传的亲历者”，营造安全、和谐、友好的绿色休闲空间。

建议人 安子良
>>>金点子四：加强监管联防联建
三分种、七分养，公园、林地、生态廊道的养护是重中之重。

各级林长应守土尽责，加大监管和联防联建力度，加强对管辖区

域内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 建议人 莫全华
>>>金点子五：营造全龄友好森林
合理利用每一块林地，让更多市民能享受生态空间。尽可

能选择本土化、耐养护品种，保持自然生长状态。结合乡村振兴

推广森林文旅，设计提供吃、住、行、游、养等服务要素的森林综

合体，营造“全龄友好”森林。 建议人 王伊丽
本报记者 徐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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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民建议征集信箱（扫码进入，或通过

随申办“互动”栏、上海人民建议征集门户网站进入）

■ 新民晚报新闻热线：962555

■ 移动客户端：新民App“帮侬忙”入口
■ 微信公众号：新民帮侬忙
■ 今日头条号：新民帮侬忙

▲“市民圆桌”围绕“加强住宅小区治理”展开讨论 ▲“市民圆桌”围绕“更好打造森林城市”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