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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特约通

讯员 龙钢）今年80多岁、家住凉城

新村街道的朱阿婆双腿患有旧疾，

行动不便，出行得靠轮椅才行，平时

生活起居全靠老伴。不料年前老伴

因突发心梗过世了，家中又无子女，

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听说社区有

养老顾问，便在邻居陪伴下找到了

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金牌养老

顾问马伟，咨询适合的养老方案。

马伟耐心地听取老人的需求，为老

人提供了几个养老方案，朱阿婆对

此很满意，说这下养老心里有底了。

养老顾问点全覆盖
日前，记者从虹口区民政局获

悉，该区推出需求、政策、服务和资

源“四张清单”，涵盖了社区、居家、

机构、个人定制四个维度的顾问服

务，在全市率先推出养老顾问管家

式服务，已实现养老顾问点的全覆

盖，435名养老顾问分别在229个养

老顾问点，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

资源介绍、养老政策指导、帮助老年

人分析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服务等，

精准对接养老服务供需“最后一公

里”，为老年人排忧解难。

日前，欧阳路街道综合为老服

务中心养老顾问周雅莉接到家住甜

爱路的独居老人陈阿姨的电话，问

自己70多岁了，能享受到街道的什

么养老政策？进一步询问老人后，

周雅莉得知其最近因摔跤骨折，平

时吃饭虽有家政服务员送饭，但是

日常配药却成了问题，因为老人只

有一个女儿在外地工作，配药问题

难以解决。

周雅莉耐心地向老人解释了有

关政策，建议她可以通过第三方服

务平台代配药，并提供了公司的联

系电话，陈阿姨对此表示感谢并接

受了建议。过了两天，当周雅莉电

话询问老人近况时，陈阿姨表示她

已经解决了配药问题。

周雅莉说，做养老顾问这项工

作，是为老年人排忧解难，需要把自己

当成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只有关

注到老人流露在情绪表达中的真实

信息，才能更好地响应老人的需求。

多种方式培育队伍
虹口区民政局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区通过理论、实务、政策赋能

等多种方式培育养老顾问队伍，目

前已有市区级金牌养老顾问125

名、银牌养老顾问245名，养老顾问

达到中级及以上水平有359名。负

责人表示，将进一步为养老顾问赋

能，不断提升养老顾问政策掌握和

运用的水平，提升业务规范，增强资

源整合，把服务资源精准链接到有

需要的老年人，同时将运用AI技

术，上线“智慧小虹”AI养老顾问，

让老年人用沪语轻松找到所需的政

策和服务资源，畅通养老服务供需

对接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孙云）昨天，由

上海市档案局（馆）、杨浦区档案

局（馆）联合编纂出版的《人民的

城市——档案里的城市记忆（杨浦

卷）》在位于杨浦滨江的上海人民

城市实践展示馆首发。

杨浦滨江是近代上海乃至中

国工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曾经诞

生过我国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

煤气厂、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

远东最大火力发电厂等，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仅存最大的

滨江工业带”。这里是工人运动的

发祥地之一，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

“初心启航”的红色印记。这里担

负着上海教育事业发展与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任，积淀着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

人民城市理念提出5年来，杨

浦滨江由昔日的“工业锈带”转变

为“生活秀带”，实现还江于民、还

岸于民，成为上海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努力建设属于人民、服务人民、

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的实践地。

上海市档案局（馆）和杨浦区档案

局（馆）与有关高校档案馆以及杨

浦区各单位通力合作，联合编撰出

版《人民的城市——档案里的城市

记忆》系列丛书首卷本“杨浦卷”。

全书共有《萌发》《烽火》《新

生》《蝶变——利民惠民的滨水岸

线》《蝶变——“活”在滨江的百年

工业遗产》《蝶变——活力四射的

“四宜”滨水江畔》《奋进和展望》等

7个章节，记录了从上海开埠到杨

浦滨江开发建设的100余年来，杨

浦滨江地区市政建设、工业发展、工

人运动以及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历

程，反映了“百年大学”“百年工业”

“百年根脉”“百年市政”在杨浦滨江

的历史积淀与时代变迁。书中部分

档案照片系首次公布。

下一步，上海市档案局（馆）还

将指导其他区档案局（馆）陆续编

辑出版《人民的城市——档案里的

城市记忆》系列丛书，用档案记录

好、留存好上海建设人民城市的生

动实践和丰硕成果。

本报讯（记者 曹博文）11月9

日是第33个全国消防日，主题是

“全民消防，生命至上”。今天上午，

上海市消防救援局在卢湾教育文体

中心举办全市“119”消防宣传月启

动仪式，本月，上海将启动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消防宣传活动，强化消防

体验与技能培训。

上海消防部门创新推出“消防

在你身边”Citywalk科普体验活动，

设置多个消防救援站作为网红打卡

点，让市民在趣味中学习消防知

识。本月底还将举办面向全市高校

大学生的消防技能邀请赛。上海市

消防救援局联合上海市委社会工作

部、上海市志愿者协会共同发布了

《关于号召积极开展和参与消防安

全志愿服务的倡议书》，号召56万

注册消防志愿者开展消防志愿服

务。同时，本月上海还将加强基层

工作人员消防技能培训，实施消防

大培训大演练计划。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上海穿
越黄浦江的第18条隧道——银都

路越江隧道近日在完成隧道内主体

结构施工后，建设进入尾声，目前正

在进行机电安装、电气设施功能调

试、交通信息指示牌安装等作业，预

计今年将完工，具备通车条件。

银都路越江隧道西起徐汇区景

东路银都路，东至闵行区浦锦路芦

恒路，线路全长约3.8公里，包括主

线隧道和地面道路。其中，主线隧

道长2.71公里，按双层双向8车道

设计。建成之后，隧道将主要供小

型车辆通行。

作为连通浦东新区、闵行区、徐

汇区的重要通道，银都路隧道建成

后，对于完善上海市路网体系，改善

黄浦江两岸交通出行，缓解莘庄立

交、S20西段、南段交通压力具有重

要意义。

除了银都路隧道，目前在建的

还有连接浦东前滩地区与徐汇滨江

地区的龙水南路越江隧道以及连接

浦东与杨浦的隆昌路越江隧道。

银都路越江隧道建设进入尾声

   名养老顾问精准对接社区老人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活着的
古镇，原住民的家”，作为与苏浙地区

古镇共同申报“江南水乡古镇”世界

文化遗产的唯一上海“种子选手”，新

场古镇申遗亮出新成果！昨天，首

届“江海之间”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

遗·浦东研讨会在新场古镇举行。

研讨会上，发布了《新场古镇申

遗主题报告》。报告显示，新场古镇

1.48平方公里，历史文脉要素丰富，

现存15万平方米古建筑、98处优秀

历史建筑、68座古仪门、2000米老

街、1200米明清石驳岸、59处区级以

上文保单位（点）和浦东派琵琶、锣鼓

书、江南丝竹等国家、市级非遗。约

1.4万名居民依然生活在这“活着的

古镇，原住民的家”。这里就像一位

历经沧桑的老人，见证了璀璨浦东的

光辉历程，这里又像一个充满生机活

力的少年，满怀梦想，亟待扬帆起

航。2019年，新场古镇作为上海市

的唯一代表，与苏浙地区古镇共同

申报“江南水乡古镇”世界文化遗

产，该项目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以新场联合申遗为契机和载体，

当天正式启动的浦东新区古镇保护

发展联盟，将新场古镇、高桥老街、川

沙中市街、三林老街等浦东8处重要

历史文化风貌区，纳入一体化保护发

展联盟，打造全域古镇保护品牌矩

阵，显著提升全区文脉保护能级。

记者了解到，在新场申遗推进

中，浦东以新空间、新内容、新运营

为抓手，推出新场盐文化馆、浦东派

琵琶馆等一批颜值新、内容丰富的

新空间。其中，新场盐文化馆展示

的“海滨古盐文化”，是新场迥异于

其他申遗古镇的重要文化特征，对

于拓宽“江南水乡”申遗主体的文化

概念及内涵边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对于挖掘江南文化在中华文明

史上的深远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据

介绍，今后浦东还将以新场申遗的

实践和经验，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新场古镇申遗“主题报告”亮眼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在人

民城市理念提出五周年之际，团市

委策划推出“阅读申城变迁 共建

人民城市”——“书香青春”上海青

少年阅读活动。活动发布7条“建

筑可阅读”路线及特色点位，以“走、

学、听、讲”等多元化形式，引导青少

年走进建筑，探索城市历史脉络，感

受城市文化底蕴，激发青少年对阅

读的浓厚兴趣与爱国情怀。

这7条路线涵盖杨浦滨江、外

滩“第二立面”、青浦蟠龙天地、苏

州河昌化路路口桥段、张园、大零

号湾和西岸梦中心等区域。其中，

每条路线包含三个打卡点位，让青

少年在行走中深入了解这些区域

的独特魅力与历史变迁。

比如，作为人民城市理念首提

地，杨浦滨江路线涵盖东方渔人码

头、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

示馆和绿之丘三个打卡点位。外

滩“第二立面”路线则带领青少年

走进黄浦江“第一立面”后排的非

临江141幢建筑群。这里有新中

国成立后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升

起地——老市府大楼。青少年能

够深切感悟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

背后的红色基因，感受“还外滩于

民”的理念。“大零号湾”承载着建

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的重要使

命，在“大零号湾”国际人才会客

厅、华谊万创 ·新所以及大零号湾

图书馆，青少年能够近距离感受科

技创新的强劲引擎与上海未来发

展的脉动。

此外，团市委还联合喜马拉

雅，在喜马拉雅“青春上海”账号上

线了7条路线的有声导览专辑。朗

诵爱好者还可通过喜马拉雅App，

报名参加“书香青春 ·诵读上海”人

民城市诵读活动，点击“订阅”“大

赛”首页即可报名，“亲声”介绍上海

之美。主办方还推荐了《千里江山

图》《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上海百年

建筑史（第二版）》等12本与路线相

关的书籍，组成推荐书单。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上海市委

员会、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委员会、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从

今年11月持续至12月底。

7条“建筑可阅读”路线发布

浦东新区成立古镇保护发展联盟
为申城青少年度身定制

预计年内具备通车条件

本市推出消防宣传月系列活动
普及安全知识 强化技能培训

虹口区打通养老服务供需“最后一公里”

■《人民的城市——档案里的城市记忆（杨浦卷）》在上海人民城市

实践展示馆首发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用档案呈现人民城市建设实践成果

《人民的城市——档案里的
城市记忆（杨浦卷）》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