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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全球南方”媒体智库
高端论坛致贺信

>>>详见第6版

“永久”旧厂房
变身市民服务中心

打造全龄友好“  分钟
社区生活圈”综合体

>>>详见第13版

百岁吴成章，
中国篮球的“先行者”

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当”

继续为中巴友好事业贡献力量
均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详见新民网www.xinmin.cn

习近平复信巴西友好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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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骑手工作难题、提供保障房公寓和就餐点、助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

暖“新”聚“新”打造温暖港湾
对于新就业群体而

言，人民城市的蓝图如何
铺展？是否能让他们立
得住脚、安得下心、圆得
了梦？近日，记者实地走
访了静安、杨浦、普陀三
个区，对关爱新就业群体
的举措作了一番观察。

>>>详见第4版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报道

本报讯（记者 屠瑜）在上海濒临消失的

上海眉眼蝶，即将拥有一个相对安稳的家。近

日，金山区石化街道卫二路林带漫步道改造工

程正式开工，这里正是专家最后一次发现上海

眉眼蝶的地方。

上海眉眼蝶是全国2000多种蝴蝶中，

唯一一种以“上海”命名的蝴蝶，如今却在上

海濒临消失。去年10月10日，本报曾刊发报

道《阿拉会失去这只“上海蝴蝶”吗》。上海动

物园高级工程师、蝴蝶专家陈志兵说，在上海，

他只发现在金山石化地区一片足球场大小的

树林里尚有上海眉眼蝶存在，但近年来数量越

来越少。对于这次改造工程，他希望在施工过

程中最大可能减少对上海眉眼蝶生境的影响，

希望人和自然能够和谐相处。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片树林是呈半废弃状

态的防护林，位于张泾河以东、卫一路以西，被

金零路分为南北两片。林带内绿化杂乱、地势

坑洼，原是石子路的内部主干道被冲刷成泥

路，弧形廊架漆面脱落。

石化街道社区管理办工作人员表示，去年

他们从《新民晚报》报道中得知这里有上海眉

眼蝶这个“宝贝”，虽然当时防护林改造设计方

案已做好，但街道仍专门听取了专家意见，对

设计方案作了调整，在入口和林带内部增加了

12个蝴蝶雕塑，并在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对

蝴蝶的影响。工程预计于今年12月底完工。

绿道改造工程在提升周边环境品质的

同时，能否让上海眉眼蝶从此在上海“眉开

眼笑”？本报对此将继续关注。

本报去年曾刊发报道《阿拉会失去这只“上海蝴蝶”吗》，
如今其栖身之地开工改造——

“家”变美了，上海眉眼蝶能否“眉开眼笑”

持交通卡打的
为何常常被拒

>>>详见第8版

■ 上海眉眼蝶 陈志兵 摄

■ 今天上午，市民参观“人民的城市——上海打造人民城市最佳实践地”主题展 本报记者 刘歆 摄>>>详见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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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城市——上
海打造人民城市最佳实
践地”主题展

■ 地点：上海展览
中心东一馆

■ 内容：包括“序
厅”“推动高质量发展，

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

机会”“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让人人都能有

序参与治理”“增进人

民群众福祉，让人人都

能享有品质生活”“推

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让

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

度”“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让人人都能拥有归

属认同”“坚持党对人

民城市建设的全面领

导”“尾厅”等八个部分

■ 特色：集中展出
900幅图片、353个案

例、51个专题视频，打

造沪语情景短剧等32

个亮点展项

停车有去处
在苏河湾万象天地，静安区北站街道

牵头协调各方，增设了3个非机动车停放
点；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一块“小哥优享
停车位”可停放约30辆非机动车；在杨浦
区开鲁二村入口处，一张“骑手友好地图”
详尽地标注了骑车出入口、楼号、单元号、
临时休息点、充换电等信息……

“住”“食”可安心
近年来，上海打造多层次租赁住房供

应体系，推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
不少都面向新就业群体。今年8月，静安
区多方联动，打造了30个“暖新餐点”，并
推出“延时服务、错峰套餐、速取窗口”，让
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新就业群体吃上健康
实惠的“安心饭”。

找到归属感
如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

量形成合力，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更加全
面、细致的生活保障，也为他们搭建了更
多融入这座城市的平台与桥梁，如加入助
老志愿者和兼职网格员队伍等。在这些
活动中，越来越多的新就业人群实现了与
社区的“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