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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邵 宁

梵高和他的卧室

“物业过度透明可能引发隐私争议。”“透
明化就能获得居民信任吗？”“老人怎么看得
懂复杂的系统？”日前，在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
一场涉及14个相关单位的座谈会，就如何建设
居民满意的“透明小区”展开激烈讨论。
这场座谈会的背后，是普陀区党建引领

物业治理的一次破冰探索。一个月前，《上海
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方案》发
布，其中一项重点任务是要求物业服务企业
健全“6+N”信息公开机制，包括公开服务合
同、公开收费标准、公开收入明细等等。普陀
区选择香山苑小区作为“透明物业”首个试
点，试图探索数据赋能社区治理新路。

为何选择了香山苑
这个1998年建成的小区曾深陷治理泥

潭：业委会换届后三个月便集体辞职，原物业
因亏损和信任危机退出，居委会代为履行业
委会职责至今已近两年。

“当时小区面临即将瘫痪的状态。”曹杨
新村街道香山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戴敏洁回
忆。为此，居民区重新甄选物业公司，其中，
吾安物业的数字化管理平台“立马订”令戴敏
洁印象深刻，“在他们的后台，可以清楚看到
每天的物业服务内容。”
这一系统将保安巡逻、保洁清扫、设施维

保、绿化养护“四保服务”全部记录在案。春
节严寒突袭时，戴敏洁刚转发防冻通知，物业
5分钟内就发来3天前已完成的管道包扎照
片。当业主质疑“楼道根本没扫”，系统即刻
调出某日某时的保洁记录，矛盾当场化解。
今年6月，吾安物业凭借半年服务成效，业主
大会高票通过续聘方案，物业费同步上调，成
为该区域“质价双升”的典型案例。

两难博弈如何取舍
“我们正在筹备‘立马订’的2.0版本，将

后台的数据公开给居民。”吾安物业总经理助

理石瑜彬表示。数据透明化能直接回应“信
任危机”——“摊开来清清楚楚，做了哪些工
作一目了然”；同时，也能让物业成本无法覆
盖的实情被正视，为未来实现“质价相符”奠
定基础。此外，公开数据本身也是对物业工
作的有效监督。
未来的2.0系统，将包括37个核心数据维

度，涵盖维修基金使用明细、公共收益收支、
业主物业费收缴情况等关键信息。
然而，透明化的边界随即引发讨论。座

谈会上，高校专家提出，需要同时取得居民的
信任，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动。
对此，“立马订”技术提供方上海思亮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康正宁提出对
策——运用区块链确保数据不可篡改。“不仅
能解决居民对真实性的疑虑，也为审计监督
提供了可靠凭证。”例如，将系统直接对接停
车管理系统，每一笔停车费的收取都将依托
区块链技术实现源头可溯、真实透明，还可以

持续开发更多物业治理的应用场景。

“透明物业”能否走通
目前2.0系统正根据座谈会意见修改，重

点优化维修基金账户展示，区分商品房与售
后房的分账户明细等。石瑜彬透露，若测试
顺利，系统将于9月上线试运行。

更大的考验在治理逻辑层面。普陀区房
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全区老旧小区占比
较大，还有很多小区物业费比较低，“透明化
不是终点，更要让居民看到质价相符”。

对此，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普陀区积极推进党建引领“双业红”三年行动
计划，着力推动“三驾马车”高效能协同，“物
业服务”高品质提升，用“数字赋能”进一步提
升物业治理水平。无论挑战如何，这场始于
香山苑的探索，正为“透明物业”治理寻求可
行路径。

本报记者 解敏 通讯员 施旖雯

“梵高来了，也进不了他自己的卧室！”

这是社交平台上对于正在浦东美术馆举办

的奥赛大展的一条“神点评”。大展自上月

开放以来，热度不断升高，其中《梵高在阿尔

勒的卧室》无疑是“顶流”。在这件尺幅不大

的油画前，从早到晚都人头攒动，以至于要

看清全貌，得耐心地等候好一会儿。

馆方则给出了“神回复”：“梵高到巴黎

奥赛博物馆，也进不了他自己的卧室！因为

他的这幅作品常常在世界各地巡展。”此言

不虚，去年夏天我到法国旅行，也造访了奥

赛博物馆，就没看到这件作品。

身在上海，真是太幸福了，在家门口就

能和这件艺术史上的名作近距离接触，想看

多久都行，想拍照、合影都行，只要不用闪光

灯。而且，同时展出100多件作品也都是近

现代艺术大师的杰作，值得细细欣赏。我凝

视着《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非写实处理、

稚拙的笔触、扭曲的透视，都体现了梵高的

后印象派风格；尽管色彩明亮而浓烈，却透

出一种宁静和孤独。其实，这间卧室，对梵

高来说既幸福又痛苦。

1888年，梵高离开巴黎来到南法小镇

阿尔勒，5月入住这间位于“黄房子”里的卧

室，后来拍出天价的油画《向日葵》就是在这

里完成的。充满艺术理想的梵高希望在这

里建立一个“南方画室”，邀请好友高更等人

共同创作。高更于当年10月入住“黄房

子”，起初两人相处融洽，但后因艺术理念和

性格冲突而激烈争执。12月，梵高在精神

崩溃中割下自己的耳朵……

现场，许多人都静静地、专注地欣赏这

幅油画，还有的扫描二维码听解说。130多

年后的上海观众，通过这件作品触碰到了梵

高的灵魂。

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中，记

录了梵高的临终遗言：“生命是有限的，悲伤

是永恒的。”梵高作品在上海的火爆，再一次

证明：尽管艺术家的生命如流星般短暂，但

那些承载着人类精神世界的作品是永恒的。

开启“留学生社区探索之旅”
“留学生社区探索之旅”为主题的活动，

已经是曲阳路街道第二次和上海外国语大学
联合开展。
本次活动中，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夏威

夷大学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CSC留学生们将
解锁巴林社区、曲苑、第一市民驿站三大地
标。练习海派秧歌、参观社区公园、亲手体验
非遗扎染。一走进巴林社区，留学生们就被这

里的氛围所吸引。这个老龄化程度较高的社
区，有着独特的“双向沉浸”模式。居委会办公
空间从300㎡大幅压缩到30㎡，腾出的空间改
造成了活动室、运动房等共享空间。留学生不
禁感叹：“这里就像社区的‘客厅’，居民随时能
来下棋、聊天、打乒乓球，太惬意了！”居委会干
部展示了如何将“走百家门”的传统与“智慧”
治理平台巧妙结合。这让留学生们真切感受
到，中国基层治理既有人情味，又有效率，实现
了“人情味”与“效率”的完美平衡。

“和夏威夷社区文化非常类似”
第一市民驿站的改造，在留学生们眼中

堪称“社区服务样本”。24小时政务服务专
区随时能办事，留学生还现场体验了如何使
用自助服务机查询个人信息和办理。社区
长者食堂有轮椅取餐通道方便老人，还有中
医特色诊室，更创新设置了认知障碍老人日
间照料中心的“老上海记忆客厅”。驿站三
楼的“宝宝屋”与代际交流空间，也让留学生

们感受到中国社区对“一老一小”问题的周
全考虑。

来自夏威夷大学的美国青年麦克告诉记
者，他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十年，中学和高中都
是在上海念的，但也是第一次来到曲阳路街
道。通过走访，他最深刻的感受是，曲阳路街
道与他的家乡夏威夷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
是充满人情味，这点最像。”麦克说，同样作为
历史悠久的社区，曲阳路街道的社区文化和
夏威夷的社区文化非常类似，可以看到居民
们彼此熟悉，并乐于互帮互助，这样的社区氛
围让麦克感受非常好。

麦克说，夏威夷的许多社区同样被人口
老龄化、少子化所困扰。“我在这里看到了许
多为老年人和孩子服务的举措，夏威夷也在
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中美两国有很多可以
交流互鉴的领域。”麦克表示，透过表象上的
不同，他看到了中美两国在社区基层治理、社
会关系方面其实有着更多相似之处，而这样
的感悟需要通过深度走访交流才能获得，这
次曲阳之行令他受益匪浅。

主办方介绍，这场跨越国界的社区探访，
不仅展示了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成果，更是
一次生动的文明互鉴实践。曲阳社区用“可
触摸、可参与、可共鸣”的方式，向世界诠释着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区答案，是“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鲜活的注脚。当外国
友人亲身走进社区，触摸到真实的生活肌理，
感受到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社区故事，便汇聚
成了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中国叙事。

数字工具能否破解社区治理之困

普陀开启“透明物业”破冰实验

这里像我的家乡一样，人情味浓
走访曲阳路街道后，一位美国留学生这样说：

“在我眼中，曲阳和我的家乡夏威夷有些神
似。”7月17日下午，来自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生
麦克在深度走访曲阳路街道后说出了这番感想。
在这场活动中，多位留学生代表，以“体验者”与
“观察者”的双重身份，深度探访曲阳街道基层社
区治理创新实践与文化传承。

▲

留学生正在参观曲阳路街道的社区公园曲苑 李一能 摄

本报记者 李一能

近日，金山区张堰镇开展“夏阳固链”专项行动，检查组深入
镇区，工作人员严格核查经营备案、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材采购
来源凭证及周边环境卫生等情况，以全天候、多场景的精准监管，
为高温季节的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全天候守护
舌尖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