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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学校4号楼空地设计成一个能供学

生观赏、劳作的庭院，鼓励同学们了解学习园

艺种植、设计改造方面的知识。”在参加市民

圆桌座谈会后，闵行区七宝中学范丽老师与

蓝彬元老师正在研究将“庭院经济”乡村振兴

与学校大思政课程相融合，关注“庭院经济”，

制定园艺设计方案，探索在研究性课程中开

设园艺课程。

8月16日，闵行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联合区农业农村委开展“展美丽庭院风采，绘

乡村振兴画卷——我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献

一计”人民建议征集活动，邀请市民、农户、大

学生、中学生，以及规划设计公司、政府职能

部门等，讲述庭院改造心路，分享庭院设计创

意，交流意见建议。

活动中来自七宝中学的魏家好同学带着

前期调研成果，提出扩大宣传覆盖面，通过打

造近郊“周末旅行”目的地，推动个体庭院经

济与自媒体宣传共盈利。闵行区农业农村委

制发“美丽庭院”宣传折页共计22500份，在

今夏联合区融媒体评选“2024年度十佳美

丽庭院”，提高了“美丽庭院”创建知晓度和

参与度。

市民陈怡懿提出希望传承创新乡村传统

工艺，发展特色食品和特色手工艺品，开发乡

村“土字号”特色文创产品。区农业农村委正

着手考虑引入文创企业与村民合作，挑选条

件相对成熟的村进行试点，探索以“美丽庭

院”带动“美丽经济”。在“家庭园艺节”期间，

区农业农村委还通过开展室内理论授课和室

外实景讲解的方式，带领村民们熟悉适合庭

院种植的植物，掌握养护技巧，拓展庭院美化

的思路。

将活动办在乡村，在乡村听建议，将措施

落实在乡村，在乡村见成效，通过打造宜业宜

居庭院，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村民群众得

到了实实在在的收获感，也让乡村产业振兴

的道路越走越稳。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我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献一计

创“美丽庭院”兴“美丽经济”

近日，徐汇滨江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公众

开放日活动，近百名市民游客满怀期待地踏入

这片充满活力的滨水空间，俯瞰黄浦江景与徐

汇滨江风貌，了解这片水岸的历史变迁与未来

规划，打卡感受西岸“历史寻踪+艺术文化”的多

元魅力。这美好体验，得益于市民石钧驰在“共

建共享‘一江一河’美好生活空间”市民圆桌上

提出的开发特色线路的建议，这个“金点子”在

相关各方的落地转化中，拓展了西岸主题线路

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

2024年8月30日，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

心内，60余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齐聚一堂，

围绕滨水空间的未来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详

见本报9月 日8版）。徐汇区城管机动中队

的潘典以运动爱好者的视角，首先抛出了滨

江区域内个人物品存储设施不足的问题，这

一话题迅速引发了与会者的共鸣。大家纷纷

就如何完善体育活动配套设施、提升滨江驿

站服务能级展开了热烈讨论。民办华育中学

的胡曦月、顾清岚同学也对西岸自然公园的

二期改造提出了许多思考：增设无障碍设施、

增加游玩时长提示、提供更多针对低龄儿童

的游玩设施……这些建议都充满了孩子们对

美好滨水空间的憧憬和期待。

市住建委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徐汇区滨

江管理部门的合作，加快建设西岸自然艺术公

园二期，并计划于2025年实现建成贯通开放。

同时，市住建委还将市民关于驿站功能服务提

升的建议纳入本年度驿站提升调研专项课题，

计划年底前结合调研成果及各驿站条件，形成

2025年“一江一河”滨水空间驿站功能服务品

质提升专项计划。 本报记者 陈浩

打造特色线路 拓展滨水空间
市民建议让西岸更具活力魅力 “我是一名长风护河志愿者，每次在苏州

河沿岸巡视时，总会看到有市民在钓鱼。客

观地说，苏州河还有沿线支流的水质确实变

好了，但不应该随处垂钓，不能影响周边居民

的生活，更不能对沿河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建议有关部门能够规范垂钓点位和时间。”居

民夏培珍关于苏州河垂钓的看法，引发了场

内热烈讨论。

7月24日下午，普陀区党群服务中心内，

200多人围绕重点河道“一河一策”举办了

“市民圆桌”座谈会（详见本报 7月   日  

版）。与垂钓一样引起大家讨论的，还有关于

河道生态系统恢复、雨天泵站放江影响、滨水

空间绿化景观品质提升以及河道放生、野泳

等问题的处理。“设置调蓄设施，减少河道污

染”“改善河道内壁，做好福寿螺治理”等建议

一一提出。

对居民提出的每一条建议，普陀区人民

建议征集办、区水务局都认真分析，通过现场

调研走访、征求意见等方式，对具有可行性的

建议积极采纳。针对群众讨论激烈的垂钓管

理问题，区水务局将逐步调整更新垂钓点位，

使得点位设置更加合理。对个别垂钓点位将

做试点改造，对沿岸护栏进行加固，完善配套

服务设施，如增设休憩设施和垃圾桶等。此

外，还将加强对沿岸垂钓爱好者的宣传和管

理，引导垂钓爱好者在规定点位进行垂钓，同

时注意自身安全、爱护绿化、保持垂钓点位干

净整洁。对群众提出的河道污染治理、福寿

螺治理等，也将加强技术手段，做好河道管

理，实现水清岸绿的美好河景。

“居民们提出的想法给了我们启发，我们

将以此次大讨论活动为契机，积极探讨研究

河道管理的有关课题。”区水务部门有关负责

同志说，未来将继续发挥人民建议征集这个

平台作用，创新参与模式、开放意见表达，让

更多居民、更多主体参与到河道治理和保护

中来。 本报记者 李晓明

CityWalk是时下流行的休闲方式，但当

您和老人小孩漫步于城市美景的时候是否会

面临这样的尴尬和烦恼：老人如厕怕滑，妈妈

带娃不便，内急让人心更急。自2023年起，

“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被列入市政府

为民办实事项目，越来越多环卫公厕安装了

防撞护角、通行扶手，配置了儿童坐便器、托

婴板等。除了这些，市民对硬件设施、服务管

理还有哪些建议？

为了更好听取“用户需求”，市人民建议

征集办、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市容环境质

量监测中心联合开展了“我为环卫公厕适老

化适幼化改造献一计”主题征集活动，7月31

日在奉贤区西渡街道举办市民圆桌（详见本

报8月 日5版），邀请市民代表实地调研，共

同探讨如何让老人和儿童享受到更加贴心、

便捷和舒适的如厕环境。主管部门对收集到

的建议意见进行逐条分析和现场探勘，结合

区域实际，对市民群众重点关心和关注的问

题进行了优化完善。

市民杨洪发建议“在环卫公厕中增设智

能化设备”，《上海市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

改造标准及验收标准》（2024年版）已明确，

“无障碍设施的厕间应安装紧急呼叫器”“厕

间门应具备自闭功能，有显示使用状态的设

备”等要求，明年还将在新版标准中进一步优

化公厕智能化建设规范，继续提高如厕品质。

针对市民温建萍提出“在第三卫生间增设儿童

娱乐设施，方便家长如厕”的建议，在后续改造

中，将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在具备条件的公厕

增加相关设施、装饰，更好满足市民的多样化

如厕需求。市民胡美康建议“公厕适老化适

幼化改造应做好安全防护工作，防止设备损

坏”，管理部门将通过加强指导监督，对公厕

管理员开展安全防范培训等形式，要求各区

环卫管理部门、养护企业做好定期检查、维护

好适老化适幼化设施性能，切实保障如厕老

人和儿童的安全。 本报记者 徐驰

“一河一策”大讨论让“水清岸绿”

改造垂钓点 治理福寿螺

增智能设备 重安全防护
建言献策升级“公厕改造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