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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话题：
实体商圈的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如何通过能级

提升，打通和解决堵点、痛点和难点，让市民在更有“获得感”

中，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

“市民圆桌”围绕“商圈能级提升”，邀请社区居民、政府职

能部门等各方代表30多人座谈交流，在如何进一步优化消费

环境、加快构筑发展新优势等方面展开讨论。本次“市民圆

桌”由静安区委社会工作部、静安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静

安区北站街道等主办，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融媒体工作室

协办。

■ 市民议题：
1.如何满足多元化需求？
街区商业的提质升级，确实给周边居民带来诸多便利。

但由此出现的问题是，不少“家门口”的菜场陆续撤走搬迁，

“买菜难”成了许多人的烦心事。静安区商务委市场运行科科

长宁吉磊认为，相关部门应加强沟通协作，综合考虑项目的改

造方案，增强项目的可持续性，保障民生需求。

“苏州河沿岸的文商旅体展开发难以串联成线并发挥集

群效应，还有进一步开发的空间。”居民对居住周边的文旅开

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静安区文旅局重大活动办公室主任兼

资源开发科科长朱慧麟提出，应将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入商圈

建设，以品牌活动持续为其导入流量，不断形成“新热点”。依

托“艺术苏河”，联合节展或艺术季活动，打造地标性体验区，

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

2.如何提升交通便利性？
每逢周末，商圈“人气爆棚”，停车“一位难求”。一方面，

车库入口排起的长龙堵路占道，不仅严重影响正常通行，还极

易引发矛盾、造成安全事故；另一方面，许多人“等不起”“耗不

起”，只能在悻悻而归后“不愿来”“不再来”。因此，解决“停车

难”，是提升商圈交通便利性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有与会者提

及，苏州河上的跨河桥是通往两岸商圈的重要通道，但由于建设

时间较早，缺乏无障碍设施，让老弱群体和行动不便者只能“望

桥兴叹”。而部分商圈与周边地铁站的交通连接不够便捷，在

“兜兜转转”中也极大降低了商圈的“吸引力”和“到达率”。

3.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多位市民代表提出，不少商圈与周边社区存在一定的“割

裂感”，由于消费场景和服务功能的同质化，缺乏吸引力和“获

得感”，无法充分激活相应的消费潜能。商圈运营方和管理方

应多多“问需于民”，打造“因地制宜”的个性化特色，并以此形

成长期稳定的客流群体。商圈在“接地气”中因势利导，居民

在“有获得”中常来常往，真正实现两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座谈会上，还有市民代表指出，在不少实体商圈，老年人

的消费需求常被忽视。其实，许多“有钱有闲”更青睐“线下实

体”的“银发族”应是商圈最具消费动能的“源头活水”，打造融

购物、旅游、文化、娱乐、健身等为一体的“银发经济”，必须成

为让商圈“活起来”“火起来”的重要课题。

■ 建言献策：
>>>金点子一：打造人气菜场
商圈因为其“寸土寸金”的特定属性，其菜场的建设和改

造不能只是满足单一的购买需求，应形成社区服务、社区文
化、社区活动、社区健身、社区托幼、社区养老、社区食堂等“  
分钟生活圈”各项功能叠加的“综合体”，使之成为“人气菜
场”，并通过其辐射效应，带动商圈活力。 建议人 顾桂心

>>>金点子二：拓展停车空间
充分排摸盘活商圈附近商

务楼、企业等在周末“相对空闲”

的内部停车场资源，形成快速响

应的联动机制，通过设立电子导

引牌等方式，及时传输信息，明示“空余车位”数量和位置，加强

有效管理和疏导，确保“能停尽停”。 建议人 沈定国
>>>金点子三：推进桥梁加梯
建议在苏州河两岸商圈附近的桥梁加装电梯，给市民提供

更大的出行便利，以此有效推动“一江一河”滨水空间无障碍环

境的建设。 建议人 倪惠红
>>>金点子四：建立共享机制
建立商圈与社区的共享资源机制，通过定期联合举办活

动、建立沟通协商平台等方式，让商圈向社区导入特色服务，让

社区向商圈引入消费客群，促进商圈与社区的融合发展。

建议人 张忠成
本报记者 陆常青 整理

■ 圆桌话题：
在线新经济，是上海城市生产生活升级和技术赋能产业

转型的重要发力点，也是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如

何克服“成长的烦恼”，为消费者和从业者带来更优体验？

“市民圆桌”围绕“在线新经济”，邀请了社区居民、学生代

表、企业白领、人大代表、法治观察员、建议征集员、政府职能

部门等60余人齐聚一堂，从如何减少消费纠纷、如何加强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等方面展开讨论。本次“市民

圆桌”由杨浦区人民建议征集办、新江湾城街道主办，新民晚

报“新民帮侬忙”融媒体工作室协办。

■ 市民议题：
1.如何有效处理投诉？
“上次在线上购买机票体验很差，平台给我的退款，跟航

空公司告知我的退款金额相差好多，也不知道该向哪里投

诉。”“对你们年轻人来说还好，但我们老年人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跟客服打了半天字，最后才知道对方是个机器人……”

随着在线新经济的适用范围和使用人群不断扩大，售后

投诉也时有发生。平台如何有效处理投诉，是消费者能否成

为平台忠实用户的重要标杆。

针对这一问题，相关职能部门表示，消费者如有调解需

求，可通过在“随申办”App输入“解纷‘一件事’”，申请在线消

费纠纷调解。

2.如何保障安全？
“如果外卖小哥出了安全事故，车上的外卖需要小哥自行

赔付吗？有没有什么保障措施呢？”在这个话题上，几乎所有

与会人员都认为，在线新经济的线下配送安全是十分重要

的。“我理解外卖或快递小哥的辛苦，但是他们在小区里是否

能减减速啊？尤其是晚上，一边看手机一边骑得快得不得了，

我们居民都‘吓丝丝’的。”

外卖员是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典型缩影，新业态就业群体

为在线新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辛勤劳苦的同时，也伴随

着职业伤害的风险，因此，要在职伤保障、事故预防等方面花

力气、下功夫，切实为该群体营造安全、健康的职业环境。

3.如何形成合力？
“现在商场同质性太强了，相比较下来，有特色的商场更

吸引人。”“商圈的消费氛围感要提升一下，现在好多商场太老

旧了，就不能改造一下么，有个裸眼3D大屏幕之类的才比较

吸睛啊！”

在线新经济的不断发展，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挑

战。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推动实体经济焕发全新活

力，形成在线新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合力发展，值得政府部门和

社会各界进一步思考。

■ 建言献策：
>>>金点子一：开通“一键维权”
建议平台企业开设老年人“一键维权”功能，当老年人选

择“一键维权”之后，系统会及时介入处理，由专业客服主动联

系，协助老年群体解决问题。

建议人 董琳
>>>金点子二：视频教学指引
建议“在线新经济”平台，制作关于如何选购商品、甄别店

铺、售后问题处理的教学视频，帮助刚开始使用在线平台的人

群，特别是老年人，让他们更容易参与到“在线新经济”中。

建议人 唐钦芸
>>>金点子三：畅通调解渠道

建议政府部门，要针对“在线

新经济”领域，形成可行性强的人

民调解机制，用好     市民服

务热线、随申办等便捷渠道，及

时、高效地处理诉求，真正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建议人 陆烨
>>>金点子四：加强风险防范
建议政府要加强对外卖小哥、快递员在职业伤害保障、劳动

保障等方面的指导，尤其要考虑他们经常面临突发的意外风险，

线上可以开设宣传栏目、线下可以建立培训场所，并且还要逐步

将重心从事中、事后处理转向事前防范。 建议人 林路
>>>金点子五：线上线下联动
建议实体商场可以与一些知名品牌打造联名  活动，或者

加强商圈之间的专项联动，挖掘具有新质吸引力的商铺，凸显商

场本身独有的特色，以此加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建议人 朱莉
本报记者 陈浩 整理

征集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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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围绕商圈能级提升，市民各抒己见 ▲ 在线新经济带来便利，也引发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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