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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小区，电梯用了多

少年，要更新吗？今年，申

城老旧小区改造迎来利好

消息——继老楼加梯之后，

公积金可用于电梯更换。这

项新政，之于基层善治、低碳

减排、提振消费，无疑是一道

催化剂。

先明确一件事。小区

电梯，所有权归谁？答案是

每个楼组的业主。因此，不

同于老楼加梯，老旧电梯不

涉及小区规划变更，是否更

新、如何更新，最小治理单

元——楼组是关键。换句

话说，换不换电梯，由楼组业

主大会决定。

2023年，我曾采访黄浦
区一个小区的电梯更新。历

经多次协商，小区14幢楼分
三批召开楼组业主大会，表

决通过“一楼一策”电梯更新

方案。电梯更新采用“政府

补贴+维修基金+居民自筹”
模式，14幢楼分为7层、11
层、18层，层高不同，每幢楼
的户数、电梯数量、维修基金

结余也不同，“一楼一策”是

必需的，也更考验基层党建

引领精细化治理的能力。结

果，黄浦区在全市率先启动

小区电梯更新十年后，单个

小区最大体量更新全覆盖的

新纪录诞生了。

这个案例，正是因为从

最小治理单元入手，抓住了

“牛鼻子”，从而推动实现全

小区电梯更新。截至去年

底，黄浦区共有约1.06万台
在用电梯，其中住宅电梯

2839台，已实现区内住宅老
旧电梯安全评估动态全覆

盖。2013年起，黄浦区在全
市率先以政府资金补贴方式

支持小区电梯更新；截至去

年底，累计166个小区701台
电梯实施改造，2万多户居
民受益。如何借助“最小治

理单元”规范、有序、优质、高

效地推动电梯更新，“黄浦经

验”可复制、可推广。

2025年上海国际碳中
和博览会刚闭幕，普及“低碳

社区”、多元化推进“碳普惠”

是城市低碳减排的一大亮点。盘点社区碳

排放，电梯无疑是耗能大户。老旧电梯更

新，恰恰是社区“低碳焕新”的有益实践。近

年来，三菱智慧电梯大规模参与城市“老楼

加梯”和“电梯更新”项目，全部落实安装电

梯远程监测装置并接入智慧电梯平台。监

测表明，因为低碳节能技术，典型住宅电梯

每台每天能够节约4—5度电。将使用了20
年左右的老旧电梯更新为智慧电梯，对社区

和城市低碳减排的贡献不言而喻。因此，所

有参与老旧电梯更新的小区，既是“碳普惠”

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

一位“小巷总理”曾带领居民实现全小

区电梯更新。做成一件困难的事，让不可能

成为可能，她的动力在于——电梯更新利国

利民，社区安全、居住品质得到充分提升，低碳

节能也得以实现。在这种动力中，有大道理

也有小道理，业主看得见切身利益，听得懂国

家社会发展愿景。更何况，规范、有序、优质、

高效地推动电梯更新，有业主自主自治，更有

多部门协同把控全过程，强化财政支持、厘清

权责边界，推动老旧电梯从“被动改造”向“主

动共治”转变，有效破解更新改造难题。

如今，全社会都在拉动内需、提振消费，

大力倡导老旧电梯更新无疑有助于促增长，

公积金的“加盟”更是利好，让“电梯焕新”也

成为一种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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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稳就座安全出行
家住曹杨五村的76岁曹爷爷在5年前

查出罹患肺癌，每月需3次前往胸科医院化
疗。“过去，我们都是坐公交车，去一次最起
码要一个半小时。”曹爷爷的老伴何奶奶回
忆道，好几次因为公交车堵车，错过了预约

的化疗时间，不得不重新排队等待，“折腾
一天，实在是太累了。”
经居委会介绍，今年开始，曹爷爷尝试

加入“夕阳出行无忧”公益助老项目。就诊
当天早上6时多，负责在普陀区提供服务的
上海福行陪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
员准时出现在小区楼下。“有车送，基本上

半小时左右即可抵达。”何奶奶表示，让她
最满意的是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亲切，总
是笑盈盈的。
家住真如镇樱花苑的69岁费爷爷因为

身患脑梗，在“夕阳出行无忧”项目启动之
初便享受了“爬楼机+福祉车”的双重服
务。儿子小费告诉记者，父亲已累计享受
30次相关服务，目的地不仅有医院，还有遛
弯的甘泉公园和一些就餐点。
“在老人使用‘爬楼机’下楼后，配备全

尺寸升降机的福祉车便开始接力，轮椅可
直接推入车内，全程由专业人员操作。老
人只需安稳就座，就能安全出行。到达目
的地后，如果是楼梯房，工作人员还会帮忙
送上楼。服务过程很细致，对待老年人的
动作也很轻柔。”小费说。

每月4次免费服务
普陀区当前老龄化率达42.8%，全区有

数千名因无电梯而面临下楼难、就医难、社
交难的“悬空老人”。截至今年5月，“夕阳
出行无忧”公益助老项目累计完成近1500
人次的出行保障，其中医疗需求占比78%，
其余为就餐、散心等，也有不少老年人提出
探亲访友的需求。
普陀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60周岁及以上的特殊困难老人，本人
或家属可通过所在居委会申请该项目。从
申请到审核，大约需要3天。审核通过后，
每位老人每月可享受4次免费保障；超出额
度的部分，按市场价收费。
该负责人进一步说明了具体规则：每

次服务包含一次上楼或下楼的“爬楼机”使
用及单程接送。如有往返需求，则按两次
计算。福祉车的出行范围覆盖全区任意起
点至全市10公里范围内，超出部分按每5
公里30元收费。同时，该项目还与普陀区
内部分医护机构的助浴、陪诊等资源对接，
老年人可一站式享受相关便利，避免多次
重复预约。

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王笛

“你会雇个‘管家’帮你打理家庭事务
吗？”“把诸如家庭开支、迎来送往、照顾老
人和孩子交给‘管家’全权负责，你放心
吗？”……上周五，上海首期家政服务高技
能人才专项培训班在上海开放大学开班，
同时启动“上海市家庭服务高技能人才库”
建设。消息传出后，许多市民好奇：这个以
“沪上管家”为名的培训班，到底会为千家
万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遴选出68名学员
“沪上管家”项目是在市商务委、市教

委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上海开放大学联合
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共同推出的。

据培训承办方上海开放大学民生学院
院长范军介绍，目前上海家政服务市场规
模持续扩大，从业者已超65万人，但行业面
临显著的结构性矛盾：“一老一小”专业照
护、涉外家政服务、品质生活服务等领域需
求旺盛却“一才难求”；普通家政服务岗位
因从业人员技能、学历偏低，导致服务质量
不高，出现“有人无岗、有岗无人”的失衡格
局。为了破解难题，上海近年来持续深化
政策创新与行业改革，包括推出“沪上管
家”项目。该项目于今年5月初启动招生，经
过初选、测试和面试，最终从136名报名者
中遴选出68名一线优秀家政服务员，平均
年龄41岁，女性占比94%，大专及以上学历
者占比约八成。这些学员将在7个多月里

完成400多个学时的课程，接受职业道德、
专业技能、礼仪规范和沟通社交等方面的
强化培训，还将根据各自职业发展规划，在
必修课的基础上再分别选修“儿童家庭服
务”或“长者家庭服务”两大专业方向课程。

靠专业技能立身
为什么很多从家政市场上招来的普通

服务员，往往难以令雇主家庭满意呢？参
加首期“沪上管家”培训的蒋云连对此深有
感触。

2019年，为了陪伴在上海读大学的女
儿，35岁的蒋云连进入家政行业。原以为
只是扫地、做饭、洗衣服，然而这些原本她
自认为很熟练的家务活，总被雇主抱怨，不
是玻璃窗擦得不干净就是炒菜口味太辣，
连房间收纳都被指责不够专业，接连受雇
于几个家庭，都是没干几天就被解雇了。
“每一次下岗我都会落泪，但很快就想明白
了一个道理，想扎根上海，光靠勤快远远不
够，必须学习。于是，我省吃俭用报名参加
各种技能培训，刻苦钻研中餐八大菜系、西
餐制作、科学收纳、家庭营养搭配、全屋保
洁、家具保养等技术。通过学习，我的家政
服务能力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做保洁，
我懂得选用不同的专业工具和清洁剂。做
一日三餐，我的烹饪讲究营养搭配且适合
雇主口味。我会为雇主家建立一个收纳档
案，每样东西都分门别类归纳清楚，且便于

找到。我发现，很多大都市家庭需要家政
服务员‘眼里有活、心中有爱、手中有技
能’。”蒋云连说，这次她在第一时间就报名
“沪上管家”培训，凭借5年服务别墅区的扎
实经验，通过层层筛选，最终成功入选。她
希望能系统学习家庭服务的各项课程，变
“凭力气吃饭”为“靠专业技能立身”。

培养“家政工程师”
据悉，本市已建成的家政综合管理服

务平台归集了近千个家政机构的超20万名
从业人员的信息，实现了服务“可查询、可
追溯、可评价”；同时，上海全面推行持证上
门服务制度，覆盖90%以上家政品牌企业，
累计发放上门服务证超18万张，为行业规
范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上海市家庭服务业行业协会会长于海

群表示，家政服务是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
基础性民生工程，推出“沪上管家”项目对
破解高端人才短缺、满足市民品质生活需
求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新设立的“上海市家
庭服务高技能人才库”，为行业人才发展锚
定了坐标，本市家政行业曾获评全国劳模、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
11位先进个人，成为首批入库的家政领军
人才。上海开放大学党委书记闵辉说，“沪
上管家”要努力打造未来家政行业的“巧匠
人”，让这批高级专才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
“家政工程师”。 本报记者 王蔚

“沪上管家”打造家政“巧匠人”
专项培训班开班，助力破解行业“高端人才荒”

爬楼机破“高度”福祉车拓“距离”
普陀“夕阳出行无忧”公益助老项目解“悬空”之困

如今，在部分社区，“爬楼机”帮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解决了上下楼难题，但

更多老人在跨越了“高度”障碍后，渴望能“走得更远”，例如就医、探亲访友等。

针对这一情况，普陀区自去年下半年起推出“夕阳出行无忧”公益助老项

目。该项目由区民政局设立，在原有上下楼“爬楼机”支持的基础上，将福祉车

出行纳入其中。此举属全市首创，旨在为辖区内有需求的60岁以上特殊困难
老人提供10公里范围内的“点对点”接送服务。项目运行10个月以来，已完成
超1500人次的出行保障。

■ 今天上午，真如镇樱花苑居民汤老伯坐上了免费的“福祉车”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