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桩桩民心工程就是一道道城市治理“考题”，上海一直在努力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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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百姓关切做好做足“服务增量”，不断扩大“惠民半径”

紧扣百姓心尖尖，一笔一画写好民生大文章
兜住民生守住民心，不断“上新”的民心工程项目让老百姓获得实实在在便利

共享早餐门店（点）
覆盖率达85%

去年完成加梯数量
是过去十年3倍

历史风貌保护与旧区改造
实现“双赢”

养老服务
科技助老

用技术实现智慧养老，打造没有围墙的敬

老院，提升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能级——在浦

东新区，科技助老的应用正在遍地开花，更好

满足老人安全舒适的需求。

作为浦东新区智慧养老平台示范点，周浦

镇升级打造了2.0版本的科技助老平台，共发

放198台防走失手环，对半护理、全护理以及

失能失智人群试点智能床垫，提供体征及睡眠

状况的管理等。而在潍坊新村街道，智能化养

老服务管理平台也已搭建完毕，包括养老服务

大屏展示、独居老人风险分级管理两部分。通

过大屏展示，潍坊养老服务机构设施、资源及

服务内容一览无余。此外，街道还在积极开发

独居老人风险管理平台，对独居老人提供相应

服务，督促居委会、社工及时响应老人需求。

据悉，浦东新区已完善科技助老服务平

台，服务站点实现街镇全覆盖；全面实施困难

高龄独居老年人应急呼叫项目，按需实现全覆

盖，已惠及9500多名老人；推广老年人智能相

伴服务场景，实施14.2万人次“长者智能技术

提升行动”；加强独居老人关心关爱，推广应用

独居老人风险等级管理系统；开发运营“浦老

惠”养老服务平台，形成浦东养老服务“电子地

图”，做到“一图可知、一键可办”。

充电桩
助力“双碳”目标

“小区里新增了充电桩，这件事办到了我

们车主的心里。”顾先生说。傍晚，家住长宁区

仙霞街道虹仙小区的顾先生下班回家，把新能

源汽车停到小区专用充电桩车位，用手机扫描

充电桩上的二维码，连接成功充上电后，顾先

生就回家吃晚饭了。一旦充电完毕，充电桩便

自动“通知”他可以取车了。

2021年，上海新能源汽车年推广量为25.4

万辆，年度推广量较上年相比增长110%，创历

史新高，累计推广总量约67.8万辆。截至去年

年底，全市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超过50万根，

全市车桩比为1.36∶1，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今

年，上海还将新增2万个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

16个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给老旧小区安装

充电桩，解决了新能源车主充电难的问题，就能

鼓励更多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尽一份力。”顾先生说。目

前，本市已建成主要城区“2公里快充服务圈”，

并在持续优化中；充电站已实现高速公路服务

区全覆盖，让电动汽车车主远程出行更安心。

旧区改造
“留改拆”

近年来，上海旧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思想从

“拆改留并重，以拆除为主”转变为“留改拆并

举，以保留保护为主”，提出“坚持‘留改拆’并

举，深化城市有机更新，进一步改善市民群众

居住条件”的工作新要求。

具体推进工作中，一方面，以“重民意”为

出发点，建章立制，将政府责任、百姓意愿、社

会评判有机结合，由居民决定“愿不愿意改”和

“如何改”。另一方面，旧改牵头部门强化保护

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政治自觉，恰当处理好

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

关系，积极统筹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坚持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历史文化保护成果

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针对拥有一定历史保护价值的地块，上海

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原则，重塑旧改流

程，将土地征收与规划环节从串联改为并联，在

地块启动征收之时，同步启动规划。为了留住

城市文脉，管理部门多策并举，既注重保护单体

建筑，也注重保护街巷街区格局，还注重保护好

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以常态化、制度

化、科学化的管理机制实现系统完整保护。在

保护中，也更加关注城市功能完善与品质提升，

既保护好空间格局和建筑特色，也注重人文关

怀，让历史风貌保护与旧区改造实现“双赢”。

架空线入地
武康大楼“素颜照”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上海的架空线入地攻

坚战是从“90多岁高龄”的武康大楼开始打响

的。2018年3月，武康路成为上海中心城区第

一条开工的架空线整治道路。

“为武康大楼拍一张正面无遮挡的照片”，

成为鉴别架空线入地进展的直观标准，上海正

通过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来焕新城市“素

颜”。随后，头顶上的“蜘蛛线”越变越少，无论

是“秒出大片”的网红大楼，还是家门前的大马

路，架空线就像“躲猫猫”似的藏入地下。线

清、杆合、景美，架空线入地扮靓城市颜值。

城市空间紧凑，架空线入地“牵一发而动

全身”。市、区相关部门聚焦这一城市管理顽

症难题，深入调研、全面排查、细化方案，施工

单位下定决心，拿出“绣花”功夫，制定“高标

准、高起点”的架空线入地技术标准。同时，加

强地下管线新技术、新设备、新理念的导入和

应用，为后续电网发展和负荷增长留有空间。

以三年为期，上海咬定目标不放松。从

2021年至2023年，本市计划完成600公里道路

整治。按照“以点连线、延线成片、连片成面”原

则，中心城区整治聚焦内环、延安路、南北高架沿

线两侧重点道路，以及豫园、外滩、苏州河沿线、

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北外滩区域、世博—前滩

区域、张江、铁路上海站以及上海南站周边等区

域。与之同步，郊区整治聚焦长三角一体化、临

港新片区、“五个新城”及旅游景区等区域。

老房加梯
一“键”回家

灰蓝色调的电梯沿着外墙“攀爬”而上，一

“键”直达家门口，日常生活的幸福感就在这分秒

中陡增。推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从“个案”

走向“量产”，近年来，上海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加

快改善老年人出行状况，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从推广效率来说，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正

在形成并发挥作用。政府扶持的利好清晰可

见，要求更为明确，环节也愈加优化。就小区

实践情况来讲，成功案例越来越多，提供了不

少鲜活经验。比如整体装配式电梯，可以像搭

积木一样在一天之内拔地而起，不仅没有脚手

架，也环境友好。此外，立足于加装电梯全生

命周期的人工智能管理，一些街道积极探索、

开发并上线管理系统，成为首批“上海市人工

智能示范应用场景”。

今年2月，上海首个“加梯一件事”数字系

统上线，这是“一网通办”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一件事一次办”的新举措，也是长宁区

北新泾街道在加装电梯“全生命周期管理”方

面的新尝试。该系统融合了随申办、北新泾街

道及上海城市智能物联服务联盟的力量，分为

业主端和管理端，能实现加梯业主意愿数字征

询、加梯项目立项、审批、签约、建设、管理、加

梯智能运维及各类配套服务的在线办理，让

“加梯”能够像网购一样方便。

一江一河
“生活秀带”“发展绣带”

黄浦江、苏州河一纵一横在城市舒放，赋

予城市江海的壮阔与水乡的柔情。上海正努

力将黄浦江沿岸打造成为彰显上海城市核心

竞争力的黄金水岸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

级城市会客厅，将苏州河沿岸打造成为宜居、

宜业、宜游、宜乐的现代生活示范水岸，实现

“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发展绣带”的转变，

将“一江一河”滨水地区打造成为人民共建、共

享、共治的世界级滨水区。

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这是上海

“一江一河”建设规划的出发点。纵观“一江一

河”沿岸，无不因地制宜，打造富有特色的高品

质滨水公共空间：或展现海派博览风情带，或

打造水岸阳台、健身步道、历史画廊，或串联公

园绿地，实现沿河居民小区与滨水公共空间的

融合共生。

上海首辆流动餐车停放在长宁88广场门口营业。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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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博臻 张天弛

上海民心工程划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