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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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外卖小哥在“小哥生活铺”内用餐 ▲ 共和新路街道美丽街区俯瞰

善
业
善
学
善
居
善
养
，街
区
如
何
﹃
更
善
治
﹄
？

城
市
建
设
者
管
理
者
，如
何
拥
有
﹃
美
好
家
﹄
？

■ 圆桌话题：
如何更好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

理共同体？如何通过“多格合一”的善治网格模式，打造善业、善学、善

居、善养的“四善街区”？

“市民圆桌”围绕“提升街区治理效能”的话题，邀请社区居民代表、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社区干部、辖区企事业代表、基层从业者和专家

学者等近140人共商共议。本次“市民圆桌”由市人民建议征集办指

导，静安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共和新路街道主办，“新民帮侬忙”工作室

协办。

■ 市民议题：
1.如何优化善业环境？
“我们在外面骑行时，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万一遇到工伤，该如

何处理？”经常“走街串巷”的外卖小哥杜溜龙提出，有关部门是否可以

多开展劳动权益保障宣传与指导，为他和同行们“托好底”？

作为沿街商铺的老板，吴丽芳直言：“在店铺装修、办证注册的过程

中，若对申报环节不甚了解，就很容易遗漏相关手续。街区能否为我们

多多助力，让我们‘只跑一次腿’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也是打造良好街

区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

2.如何打造善学空间？
城发集团作业三部共和新清道班的沈炎昱提到，工作闲余时，不少

环卫工人很想学习一些新技能，街区能不能多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和

学习空间。

“我是一名新兵，对于如何凝聚支部内来自不同单位的党员、加强

党员学习和教育管理、提高党员沟通技巧、提升支部凝聚力等方面，还

缺乏相应的经验。”刚担任“两新”党支部书记的方立新坦言，自己很需

要从街区得到更多的专业培训。

谈家桥幼儿园的老师林斯玮提出，幼儿园致力于让小朋友健康快

乐成长，除了园内课程外，街区能否提供更多的园外幼教资源，在一系

列“适幼化”的街区活动中，促进全面发展。

3.如何共建善居家园？
居民俞国强提出，柳一小区和柳二、洛川小区之间，有一条“洛柳彩

虹步道”，此处空间能否彻底开放，既能满足周边居民的健身需求，又能

大幅提升居住环境。

家住和苑小区的居民吴伊文观察后发现，高层住宅小区密度高，物

业管理难度大。“比如漏水问题，就很影响居住体验，也容易引发邻里矛

盾。街区应该搭建由各方共同参与的议事平台，在大家的事大家商量

着办中，共建属于每个人的善居家园。”

4.如何满足善养需求？
居民糜嘉嘉说，家中两位老人年事已高，经常去社区食堂吃饭，却

遇到不便：食堂离家较远，支付时还需刷银行卡。街区能否开通“送餐

服务”，改善支付方式，让社区食堂更加“适老”，让街区更能善养。

“小朋友眼睛近视了，上学很忙，没有时间专门去医院。街区能否

链接相关资源，在家门口就可以监测视力？”居民陈惠明提出了困扰不

少“小四眼”的共性问题。

■ 建言献策：
>>>金点子一：“善治网格”凝聚合力
街区的“善治网格”应充分凝聚合力，“一站式”“一门式”地协调处

置网格内各类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综合性问题。充分整合网格内

各项便民利民的公益资源，并广而告之其分布情况，让居民就近共享；

通过“民意直通车”等方式问需问难，在共管共治中，不断提升居民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建议人 陈明宇
>>>金点子二：多开设“就业加油站”

建议为环卫工人、快递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开设更多的

“就业加油站”，让他们能歇个脚、喝口水、充个电；联动街面商铺，提

供餐饮、理发、购物、修车等优惠服务；筹措更多“小哥床铺”，以解决

“住宿难”的问题。

建议人 范荟
>>>金点子三：链接“善治朋友圈”
积极链接“善治朋友圈”资源，开展“错时共享停车”项目，以

潮汐式停车模式缓解小区停车难。例如，沪太客运站周边以老

旧小区和老商品房小区为主，停车压力颇大。沪太客运站管理

公司党支部主动拿出部分停车位，提供给周边的沪北居民区和

谈家桥居民区。工作日晚间和节假日全天，居民们都能来沪太

客运站停车。建议街区内的更多单位能加入“朋友圈”，参与支

持网格治理，共同化解“停车难”。

建议人 时国兵
本报记者 徐驰 整理

■ 圆桌话题：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成为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为进一步

满足新市民、青年人、城市公共服务群体的租住需求，上海千方百计挖

掘各类资源，“建设一批、改造一批、筹措一批”低租金、可负担的“新时

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市民圆桌”围绕“如何打造更美好的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话

题，邀请新就业群体、新时代城市建设者代表、社区居民以及相关职能

部门等，从装配标准、租金标准、服务保障等方面展开讨论。本次“市民

圆桌”由市人民建议征集办指导，普陀区委社会工作部、普陀区人民建

议征集办、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万里街道主办，“新民帮侬

忙”融媒体工作室协办。

■ 市民议题：
1.需要什么样的房？
“目前我们的住宿选择多是公寓或宿舍，然而对于一些有家庭的

外卖骑手来说，他们更期待有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甚至两室一厅的房

型。”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代表，“饿了么”骑手宋增光率先对住房需求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上海普环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陈扣娣班班长成慧同样结

合实际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她用数据说明，公司共有1981名外来

从业人员，占比高达78%。其中很多都是拖家带口来沪务工的职工，

虽然公租房提供了便利，但由于申请人数较多，住房需求仍然十分迫

切。她呼吁政府能够增加住房供应，尤其是家庭房的数量。

普陀区房管局副局长郭强表示，目前已经投入运营的和欣公寓

内就设有家庭房，但比例相对较低，不足5%。不过在新一轮桃浦板

块开发中，由区属企业集中建设的3个保租房项目都将入市供应，家

庭房占比将提升至80%，其中区城投公司建设的15号线祁安路站地

铁上盖项目计划明年5月投入使用。

2.租金有什么期待？
“我和同事在曹杨片区合租了一处售后公房单间，租金是1400

元。”外卖小哥车振宇算了一笔收入支出账，表示小哥们可用于房租的

预算不高，希望“一张床”的租金不高于市场可选择的其他可租赁房源

的价格。

上海极客住家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守东介绍，作

为保租房项目的租金价格在周边同品质同类型市场化项目的九折以

下，如果是单位用户整租，可进一步协商优惠价格。而对比同租金水平

的市场化项目，保租房项目提供更加优质的宜居环境，比如自如友寓项

目内均配置智能卫浴、洗烘设备及健身房、公共活动室等配套服务。

3.希望有什么配套？
除了房型和租金外，“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配套设

施也是关注重点。与会代表纷纷建言，希望配套设施更加健全，包

括公共交通、商业配套、医疗资源配套等。同时，还能针对快递小

哥、外卖骑手们的职业特点，因地制宜推出一些特色配套，比如更

加方便的换电设备，更加充分的应急物资等。

对此，郭强称，普陀区在推进“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的筹措供应中，围绕从托底型保障向发展型保障理念转变，在明确

每个房间配备必要的储物空间、独立的卫生间、淋浴房、空调等基

本设施基础达到拎包入住标准上，因地制宜设置公共活动空间、共

享周边配套设施。并将筹措供应项目全量纳入周边社区网格巡查

管理，做实做好供后管理。

■ 建言献策：
>>>金点子一：丰富房型选项
保租房项目可否提供一定的夫妻房、暑期房、家庭房选项，租期方

式更加灵活，以满足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们与家人团聚、暑期带

娃的需要。 建议人 宋增光
>>>金点子二：增加换电供应
骑手们对于换电的需求比较大，但目前公寓的配套供应略

显不足。建议骑手公寓能根据床位数或者入住人数合理配置电

瓶换电装置的供应量。

建议人 付道坤
>>>金点子三：平台参与共管
新就业群体的流动性比较大，有时候一个月的退租率甚至

高达1/3，对管理带来一定难度，建议平台企业参与共建共管，

更好地提供服务。 建议人 朱红芳
>>>金点子四：拓展延伸服务
一些公寓除了配套设施外，还有一些延伸服务受到欢迎，比

如会给小哥办居住证，这样的服务很好，建议将此类服务在其他

项目上进行推广。 建议人 杜梦园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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