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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杨欢）今天上

午，上海市“人民城

市 文明风采”群众

性主题活动专题发

布会在上海城市规

划展示馆举行。活

动现场，市民代表

分享共建共享城市

文明的亲身经历、

生动故事。

“我们这个新

时代城市建设者管

理者之家大家庭，

现在已经有来自五

湖四海22个民族

的3000多位家人

入住。大家都把我

当成‘大家长’。”马

桥华润有巢新时代

城市建设者管理者

之家党支部第一书

记李建军有个外号

——“自来熟”书

记。现场，他讲述

了与3000多名“家

人”一起在服务城

市建设的同时安家

筑梦的美好生活。

这个新时代城市建

设者管理者之家，

提供了“一张床、一

间房、一套房”的多

层次租赁住房选

择；打造了多个共

享空间；提供了一

网通办、健康卫生

等一系列福利，让

大家从“住有所居”

到“住有宜居”。

“通过几年的

找寻，我们为38位

烈士找到亲属，为

烈士亲属找到了6

处忠骨安葬地，同

时征集到300多件

烈士遗物和革命

文物。”松江烈士

陵园主任卫琳讲

述她带领团队踏

上“为烈士寻亲”

的 追 寻 历 程 。

2019年 6月的一

天，一位叫顾伯平的退休老人在网上公示

的烈士英名录中，查到了大哥的名字。于

是，他来到松江区烈士陵园，找到了大哥

顾伯琦的墓碑。可惜的是，烈士顾伯琦并

没有葬在松江烈士陵园。为弥补亲人们

的遗憾，工作人员几经联系，终于确认顾

伯琦的忠骨被埋葬在大连烈士陵园。据

卫琳介绍，他们和高校开展为烈士复原画

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让更多大学生

志愿者用手中的画笔促成一段段跨越数

十年的隔空“团圆”。

2024年7月起，“人民城市 文明风采”

群众性主题活动在全市深入开展。截至目

前，全市共举办“人民城市 文明风采”群众

性主题活动2万多场，累计覆盖人数逾

1800万人次。

从当好企业培育的金牌“店小二”，到做

好企业的最佳合伙人，再到争当创新先行

者，找准“创新四力”的发力点，杨浦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注册许可科科长陈慧青带领团

队打造悦“young”工作室服务品牌，以一个

个窗口“微创新”构建政务服务新局面，让营

商环境成为文明城区创建的软实力，让杨浦

企业深切感受到“创建为民，创建靠民”。

窗口是直接面对经营主体的第一线，在

受理大量复杂的申请案后，陈慧青将目光投

向经营主体业务办理中“找不到”“不会办”

“办不成”等问题。她推出疑难业务窗口，秉

持“解释到位、协调到位、解决到位”的“三到

位”原则，为经营主体提供专业性、靶向性、

集成性服务，为抖音、美团、千寻位置等重点

企业开辟“绿色通道”。

窗口还为连锁企业提供批量审批服务，

曾一天内为联通近200家分支机构办理了

负责人变更。“窗口不仅仅能做好材料的

‘输入口’，也能成为政策宣传的‘输出

口’。”聚焦经营主体在办理企业登记、许可

业务中的“返工点”“空白点”“易错点”，陈

慧青率团队推出“‘悦’月讲”小课堂，还推

出饮品店、面包房、饭店、超市、第二类医疗

器械5类许可“线上样板房”，在创业路上

助“企”一臂之力。

从“找我办”转变到“我来办”，陈慧青不

断拓展服务载体，延伸政务触角，打通了服

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长阳创谷“创厢”

是上海最早实现“办事不出门，服务零跑腿”

的“店小二式服务”试验田，陈慧青带领团队

进一步成立悦“young”工作室长阳创谷服务

站，通过举办开放日活动，现场为企业提供

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将办事大

厅移到服务站内。她还牵头在渔人码头党

群服务站成立悦“young”工作室滨江小站，

联合举办悦“young”工作室企业沙龙活动，

为渔人码头及周边园区企业提供企业注册、

许可审批、审图指导、政策宣讲、专家会诊五

大业务，实现政务服务迭代升级。

创全“优”无止境，提升营商环境同样

“优”无止境。陈慧青带领团队以数据“跑

腿”代替群众“跑路”，切实提升市民对文明

城区的感受度和满意度。在留意到同一物

业下入驻企业提交重复的住所材料后，陈慧

青带着专业判断和开发设想找到了杨浦区

大数据中心，共同打造“码上注”企业住所信

息归集系统，实现住所材料无纸化提交。目

前，“码上注”住所信息归集系统已归集区内

46家招商主体的住所信息，惠及2500余家

企业，并首批成功对接“上海企业登记在

线”。此外，陈慧青带领团队在全市首创推

出“企业码”赋能食安共治新功能。目前，已

推进452家餐饮企业实现“企业码”和“互联

网+明厨亮灶”联动应用。

本报记者 曹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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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聚焦营造良好环
境，健全公平竞争政策，加强商业

道德监管，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大力支持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投融资活动，培育和引进专业

服务机构，吸引集聚更多专业人

才，为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实践提供有力支

持。着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结

合扩大制度型开放，支持相关机

构参与国际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框架设计、标准制定和规则推

广，推动开展国际项目合作和技

术交流，实施好上海港—洛杉矶

港绿色航运走廊等国际示范项

目。结合服务企业走出去，鼓励

企业开展绿色贸易，加大跨境绿

色投资力度，帮助走出去企业加

强风险识别和管理，更好遵守当

地法律、开展合规经营。

上海市副市长陈杰出席。中

国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ESG领

导者组织论坛联席主席屠光绍，新

浪集团董事长曹国伟分别致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

耶娃通过视频作主旨演讲。

今年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

提出ESG倡议20周年。本次

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以“推动全

球ESG合作、发展和共赢”为主

题，除开幕活动外，还将组织能源

与双碳、绿色金融、可持续消费、

科技与公益等平行论坛，探讨

ESG开放合作，推动新形势下可

持续发展的实践创新。

创造良好制度环境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上接第2版）

副市长解冬出席。上海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林在勇主持。上海师范大学

校长袁雯、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仲华

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

究所所长伊莎贝尔 ·肯普夫视频致

辞。杰出校友代表、最美教师陈明青

发言。会上，STEM教育区域协同创

新实验联盟成立。

会后，龚正调研上海师范大学，察

看校史馆、上海师范大学高质量发展特

展、文科实验楼，听取学校文史学科文脉

传承以及服务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

地建设工作成果，并来到音乐学院，与师

生亲切交流，祝愿同学们学业精进，老师

们桃李满园，上海师范大学越办越好。

上海师范大学创建于1954年，为

上海市重点建设高校，是一所以文科

见长并具教师教育特色的文、理、工、

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

2021年进入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建

设行列，现有各类学生约4.4万人。

培根铸魂推进教师教育变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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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老一小”描绘“幸福地图”

陈慧青：不断“微创新”，助“企”一臂之力

在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过程中，

“一老一小”是重点人群。近年来，上海致力

于将贴心服务延伸至市民的家门口，实现老

有所养、幼有所育的美好愿景，通过精细化

管理绘制出城市的“幸福地图”。昨日，记者

跟随“我们的人民城市”专题采访组走进老

字号长者餐厅、竹园小学张杨校区，深入探

索如何更好地开展老年人照护与青少年儿

童关爱工作。

让老人畅享幸福“食”光
“下楼走几分钟就是长者餐厅，这里的

饭菜味道好，价格也不贵。”“既干净花样又

多，我几乎每天都来。”“餐厅特地将桌角挖

空，方便行动不便的长者握着做扶手，还特

别安装了服务按铃等。”……中午时分，在黄

浦区老字号长者餐厅大富贵酒楼鲁班店的

长者专属就餐区域，老人们边聊天边享用着

美味的饭菜。据介绍，黄浦区老字号资源丰

富，2023年3月以来创新开展“老字号”长者

助餐服务，陆续推出了四批次53家老字号

长者餐厅，提供多元化、品质化助餐服务。

今年3月起，全市人户分离的老年人都

可就近在社区长者食堂用餐并享受当地优

惠政策。以黄浦区为例，5月30日起，具有

黄浦户籍或实际居住在黄浦辖区内的年满

60岁以上老年人都可申请办理“五边十色”

助老服务卡，凭此卡可在全区11家社区长

者食堂享受8.5折用餐优惠，再加上53家老

字号长者餐厅，老年助餐服务全区通享场所

达64家。目前，“五边十色”助老服务卡已

发放12万余张。今年7月，黄浦区民政局还

牵头启动光明邨助老配餐社区“最后100

米”标准化配送项目，与企业合作，实现助老

餐安全高效配送到家；同时升级“一键助餐”

掌上功能，方便老人及家属网上一键订餐和

支付等。

截至2023年底，全市已建有社区老年

助餐场所1926个，其中社区长者食堂346

个。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葛健

透露：“今年以实事项目为抓手，推进新建30

家社区长者食堂。预计到2025年末，全市

社区长者食堂将达到400家、老年助餐点达

到2000个，为老助餐服务供给能力应达到

25万客/天。”

儿童友好融入城市肌理
儿童是城市的小主人翁，也是城市的未

来接班人。在浦东，儿童友好理念始终贯穿

在城市发展与建设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前不久，竹园小学成功接受上海市儿童

友好学校的市级评审，成为浦东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的一个缩影。走进竹园小学张杨校

区，学生自己设计的安全提示语随处可见。

校园的中庭则是学生们心中的乐园，攀爬

网、弹簧通道、旋转架等设施让孩子们目不

暇接。“为了让孩子们尽情且安全地享受运

动乐趣，学校对轮值教师作出了调整，体育

组办公室也搬到了运动乐园旁，老师会为他

们保驾护航。”竹园小学党总支书记、校长娄

华英表示。在楼梯过道上，记者发现了一个

全学科“心愿盒”，里面装满了学生们对课程

的期待与愿望。“我理想中的自然课是更亲

近大自然”“希望体育老师可以让我们多玩

器材”……“这些稚嫩而真挚的心愿将被学

校一一收集，并融入课程建设中。”娄华英

说。2022年起，浦东推出“童悦空间”为民办

实事项目，两年累计投入超2500万元，从亲

子主题公园、全龄段友好公共空间，到全市

首条彩虹斑马线、首个儿童友好双碳主题公

园，再到最长儿童主题墙绘等首创性案例，

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个成长空间。

浦东新区发改委规划处翟一文表示：

“在全区层面，浦东构建了‘浦东小主人’参

与体系，鼓励孩子们参与到城市建设中来，

成为‘小小规划师’‘小小林河长’‘小小建筑

师’等城市建设的参与者。通过问卷调查、

专题研究等方式，孩子们的意见和建议被充

分听取和采纳，让他们在城市建设中感受到

自己的价值和力量。” 本报记者 赵菊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