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3年6月8日 星期四 7责任编辑/曹利华综合

从绿树鲜花成荫的工人新村样板，到“七

十二家房客”的窘迫，郭庆龙的半百人生都在

宝山区张庙街道泗塘一村度过。

回溯过往，“张庙一条街”的盛景不时在

郭老伯眼前浮现。道路总宽约50米的街

面曾摘下上海之冠，沿街闹猛的商铺是小年

轻的约会胜地。可在岁月的磨砺下，老工人

新村渐失光彩。煤卫合用、过道拥挤、外墙

斑驳……逼仄生活放大了人际交往的摩擦

冲突，即便性格温润如郭老伯，也难免会有情

绪低落之时。

本以为余下的人生要就此将就，加速推

进的旧住房成套改造却给了郭老伯新的期

待。不久前，泗塘一村4幢居民楼集体开工，

这是该社区今年启动旧住房成套改造工作以

来，开工楼栋最多、惠及居民最多的一次。

“实际推进速度远超预期，”宝山区房管

局副局长管正忠这样感慨。这一感慨源于项

目的复杂性。在宝山区，逾14万平方米旧住

房成套改造任务，其中近九成都落在泗塘一

村所在的张庙街道。改造项目数量多，并涉

及拆除重建、原址改建、置换等多种类型，居

民利益诉求复杂造就了一根根“硬骨头”。

此次项目开工创下的两个“最”，不只加

快改善相关楼幢居民的居住环境，更给予了

大家加速推进改造的信心。今年内，相关部

门还将力争实现更多楼幢启动改造，近600

户居民有望从中受益。

攻下“鸳鸯楼”

泗塘一村25号楼动工当天，一片红彤彤

的喜悦氛围中，居民们依序交出老房的钥

匙。人群中的唐东难掩激动。这一天，她足

足等待了15年。

时光回溯到2008年，唐阿姨所在的25

号楼曾与周边楼幢一起启动改造签约。然

而，由于没能顺利达成100%的签约目标，

旧改只能无奈搁浅。眼看着一墙之隔的楼幢

签约、改造、入住，唐阿姨的内心五味杂

陈。而从此，25号楼与毗邻楼幢的新旧反

差形成强烈对比，成了小区居民口口相传的

“鸳鸯楼”。

唐阿姨的遭遇并非个案。自2002年起，

泗塘一村便启动旧改工作。然而，因签约率、

资金等种种因素，每年的改造“进度条”十分

缓慢。眼看零星楼幢陆续动工，老百姓掰着

手指头数着，“究竟哪天才能轮到自家”。

多年积攒下的“硬骨头”如何啃下？为加

快推进签约、开工，今年以来，在区“两旧一

村”改造工作专班带领下，张庙街道主要领导

牵头成立旧住房成套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抽

调街道和社区骨干力量，重点配置6个签约

专项工作组，攻坚泗塘一村内虎林、新桥、泗

塘居民区剩余未改造项目。被搁置了15年

的“鸳鸯楼”，正是趁此契机被攻下。

回忆攻坚过程，泗塘一村泗塘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许驰直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家庭因蛋糕分不匀，有老人因年纪大不希

望搬离熟悉的环境，还有人对改造方案不满

意……工作组为此细化“一户一表一档”，充

分梳理需求清单，并逐一跟进。比如，许驰与

同事们曾为老人搬出期间临时租房反复奔

忙。最终，好不容易在小区内挖出位于一楼

的房源，并与房东谈妥了优惠价。解决后顾

之忧的老人，很快便签了字。

不过，面对刚性改造目标的许驰，也谨守

自己的坚持。“不能无条件满足不合理诉求，

旧改唯有做到公平公正，老百姓才能满意。”

续写邻里情

逼仄的空间、拥挤的生活，一度让“心宽”

成为奢侈。

每天清晨，习惯早起的郭老伯总要在房

间内徘徊一会儿再出门。郭老伯的等待，实

则是为楼内租房的小年轻考虑。“他们上班时

间比较赶、怕迟到，我可以慢慢来。”在煤卫合

用的泗塘一村，早高峰总是显得格外拥挤。

有时，等不及的郭老伯会选择拿上水杯、牙

刷，直接在楼道口洗漱。

可即便老郭如此退让，邻里间也避免不

了摩擦矛盾。过道堆满杂物、仅容一人穿行，

居民们迎面撞上几乎是常有的事。“拥有独立

私密的煤卫空间”，成了家家户户的期许。

可想象美好，旧住房成套改造依然遇上

了不少坎儿。

与人们设想的统一房屋结构不同，泗

塘一村堪称“一户一格局”。经年累月，有

家中资金宽裕的居民将邻居家的房屋买

下，改建为成套住房，但毗邻住户还处于非

成套状态。这种夹花式格局，令改造遇上

了意外之难。

张庙街道新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高超举

例说，楼上住户想设置卫生间的区域，楼下住

户很可能用作客厅。问题由此而来。直上直

下的排污管道该如何设置才妥当？推进中，

这意味着势必有一方要让步。

就在事情即将陷入僵局时，高超直接带

着设计师、施工方上门召开现场会，寻找折中

方案。最终，经反复研究后，大家商定，在不

影响整体设计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对居民

家庭的影响。例如，使用小口径的排污管道，

将相关管道埋入墙内，并增添隔音设施等。

看到最新方案的楼下居民最终被说服，邻里

关系也因此缓和。

随着相关文件的陆续出台，成功个案更

有了复制的可能。全市层面，《上海市旧住房

拆除重建设计导则》《上海市旧住房更新有关

行政调解和决定的若干规定》等政策，进一步

明确了工作规则流程，为解决堵点、卡点夯实

制度保障。

宝山区加快旧住房成套改造，年内近   户居民有望从中受益

啃下硬骨头，告别“七十二家房客”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泗塘一村

多幢居民楼旧

住房成套改造

近 日 集 体 开

工。宝山区逾

14万平方米旧

住房成套改造

任务近九成都

在泗塘一村所

在的张庙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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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辰）开设未成年学生办
理出入境证件夜间专场、优化“一网通办”平

台出入境政务服务、推出口岸外国人个人签

证网上预受理……昨天起，上海公安出入境

管理部门推出五大便民利企办证举措，最大

程度满足市民群众出入境办证需求。

今年1月9日至5月31日，全市公安出入

境管理部门共受理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

228.5万证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14.2%，创

历史新高。其中，护照过期换发办理量达

42.4万证次，是2019年同期的6.8倍。上海

出入境12367服务平台累计接处来电超15万

通，市民群众的大量办证咨询通过12367得

到了即时解答。

随着暑期临近，市民出入境办证又将迎

来小高峰，特别是涉及学生、外籍人士的需求

居多。因此，上海出入境管理部门将首次开

设未成年学生办理出入境证件夜间专场，有

效缓解周六接待日持续办证高峰，有需求的

市民可在6月9日（周五）、6月16日（周五）、6

月21日（周三）的17时至20时前往办证。

为便利在沪全日制高等院校在读的外省

市户籍学生申办相关出入境证件，即日起，符

合要求的学生能够在线上查询到学籍信息并

验证通过的，可以免交加盖学校公章的纸质

在读证明材料；未能查询到学籍信息的，采取

“容缺受理”的方式，先受理、后补交，避免学

生多次往返跑。

“一网通办”平台出入境专栏也有提升，

上线办事材料、“境百科”等精准查询功能，同

步更新出入境办证进度，申请人可实时查询

最新办件进度及办结情况；短信提示功能可

精准推送预约排队入口、预约办证时间及地

点等信息；近期还将逐步接入“一网通办”统

一预约平台，推进出入境政务服务线上线下

深度融合。

为便利外籍人才一窗办理工作许可、居

留许可，即日起，在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虹

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

4个重点发展区域，试点将“外国人工作、居

留单一窗口”的政务服务覆盖范围由原先的

持A类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人才扩大至B类。

推出口岸外国人个人签证网上预受理，

因紧急商务等事由需邀请外国人入境的，在

沪单位可通过“一网通办”平台或上海市出入

境管理局电子政务平台网上提交申请，审核

通过后，受邀人可凭回执单即办理口岸签证

入境。

在推出以上五项举措的同时，上海出入

境管理部门在受理窗口张贴文明出境游的相

关注意事项；梳理汇总了12367高频咨询的

20个问题对外告知解答；近期将邀请市民网

友参观上海出入境12367服务平台座席等警

营开放日活动，开展沉浸式办证体验，并通过

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营造文明出境游的良

好氛围。

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五大便民利企办证举措

首开未成年学生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

记者调查
遭受打击性格孤僻，居民屋

内堆满垃圾

记者和奉贤公安分局五四派出所副所

长陈华与社区民警一起至实地了解情况。

原来，住这里的都女士早些年从老家远嫁

来沪，一直过着安稳的生活。没想到在

2021年，丈夫不幸患重病去世，这对都女

士造成不小打击。由于独自抚养女儿，再

加上各种生活压力，都女士近一段时间逐

渐变得孤僻起来——既不愿意出门，也不

愿与周边人来往交流。同时，家里的外卖

盒、没吃完的食物、空瓶等废弃物越积越

多，也不清理，加之还收养了七八只流浪猫

狗，家中环境愈加恶劣。随着废弃物的腐

烂、发霉等，散发出的臭味充盈着整个楼

道，孳生的苍蝇满楼飞、蟑螂到处爬，邻居

们苦不堪言。同楼层不仅不敢开窗，进出

家门还要纷纷掩鼻挥手。此前接到居民投

诉，居委会工作人员也曾多次上门，由于屋

内属私人区域，只能劝说清理，但都女士根

本就不开门。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一道铁门已关不

住这阵阵恶臭。最近，又有多位邻居直接

拨打12345市民热线求助，希望能早日解

决这个难题。为此，陈华与社区民警、居委

会工作人员锲而不舍地轮班守候在她家门

口。几天后，都女士终于打开家门，愿意和

陈华谈一谈。

开门的一刹那，陈华顿时被眼前的景

象惊住了：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

垃圾，大多是塑料袋、快餐盒，还有一些干

巴水果，都已经发了霉。整个房间气味难

闻、蚊虫孳生。在敞开式过道厨房，记者看

到有破旧的塑料玩偶、纸盒等易燃物堆满

地面直达灶台，如果点燃煤气灶做饭，就有

引发火灾的危险。这一老旧的楼房中又以

老年住户居多，一旦发生火灾等事故，后果

不堪设想。

建议反馈
民警社工齐上阵，清出150

余桶垃圾

为尽快消除安全隐患，还群众一个舒

适的社区生活环境，陈华带领社区民警与

居委会工作人员多次召开协调会，共同商

议垃圾清运方案。同时，所内一名此前帮

助都女士办理落户事宜的民警与其能说上

话，多次上门沟通，从落户后的生活状况聊

到女儿的成长，慢慢打开了都女士的心

结。多次协商后，都女士最终同意民警进

屋清运垃圾。

清理当天，陈华带头进屋，在刺鼻臭味中

先行清出一块落脚地。随后，几名志愿者及

居委会工作人员也陆续加入，整理清扫工作

逐渐加速。经过近7个多小时努力，屋内堆

积如山的垃圾被一桶桶运上了环卫车。

清出了150余桶垃圾后，屋内终于露出

原貌。为确保都女士家中环境持续整洁有

序，在征得其同意后，陈华还将7只猫狗送至

区流浪犬只收容所，留下1只猫咪陪伴她。

囤积垃圾扰民问题得到解决，同楼的邻

居高兴地表示：“终于可以打开窗户呼吸新鲜

空气了，再也不用与恶臭、蟑螂为伴了。”

屋子清理干净，再次走进整洁的生活空

间，都女士也仿佛一下子醒悟过来，对生活重

燃希望。她告诉记者，女儿也在一天天长大，

一定要重新振奋起来，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

的生活环境，对民警、志愿者和居委会工作人

员的帮助表示感谢。

屋内垃圾成山散异味，邻居苦不堪言怎么办
■本报记者 何易

 文汇报读者服
务平台

电子邮箱：
dz@whb.cn

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数据统计，

中国钢铁产量已突破10亿吨量级，不

仅占据全球钢铁产量的一半以上，更

是多年稳坐全球老大宝座。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

中国钢铁业在迈入高质量发展的阶

段，更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智慧

化管理。如何让“钢铁巨人”更敏捷？

欧冶云商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顾

永兴带领技术团队持续打磨产业互联

网，为“钢铁巨人”生态圈装上中枢神

经，助力钢铁企业提质增效。

重构传统供应链，将产
业互联网带入中台化时代

作为产业互联网领域的老将，当

2020年顾永兴进入欧冶云商时，呈现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巨无霸”。说

“巨”，并不为过。从“吨位”看，钢

铁产业都是以吨为起始量级，从“咖

位”看，围绕钢铁产业的上下游企业

和产品，处处彰显出“国之重器”的

风范。

“接手欧冶云商研发中心的时

候，平台已基本理顺钢铁交易流程，

进入到快速成长阶段。”但顾永兴很

快发现了“成长的烦恼”，公司面临

着业务规模化增长与平台支撑动能不

足的矛盾，这意味着平台建设进入了

“深水区”。

解决“巨而不强”的痛点，顾永兴

依据战略全景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理

念，提出了中台化建设构想，通过解耦

和重构传统供应链，为公司的业务创

新提供动力。但巨人转身并不容易：

“互联网+钢铁”等产业互联网属于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因此，在最

初的开发架构搭建上，他们更倾向于

稳态的瀑布模型，即根据需求设计系

统，通过过程保障系统实现，它的优势

是稳定，但劣势也很明显，对于动态变

化反应的敏捷性不够，而且要走到结

尾才能印证其是否成功，难以适应未

来的需求响应速度。

顾永兴决心将其转型为更偏向于

互联网的敏捷开发模型，让创新可以

小步、快速迭代。他带领团队，通过

不断研究业务本质来建立模型，搭建

起业务、数据、技术3个中台并驾齐

驱的新基础。以钢厂的出厂物流为

例，这个行业有自己的既定流程，每

家钢厂下产线、上物流平台的管理模

式都有不同特点，难以进行标准化管

理，怎么办？顾永兴与团队深度解析

这些环节，将每一小段流程“萃取”成标准服务方式，并以不

同顺序敏捷串联，如此，不仅可实现平台的标准化，对于不同

钢厂，也能形成个性化解决方案，一举两得。

在构建中台化的过程中，一支能打硬仗的技术团队也逐渐

成形。记者在欧冶云商的研发中心看到，按照其平台全景图，

这里研发人才济济，“向下对接产学研，打通与同济大学、华

东师大、四川大学等高校资源；向上引入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首席工作站。”顾永兴如此形容

企业的“人才雁阵”，这里每年的研发投入超亿元，让高科技

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为生态圈创造价值，平台沃土长出“第二棵树”

对于“互联网+钢铁”产业互联网而言，群雄争霸的年代

已过去。2015年前后，这一赛道冒出300多家企业，后来逐渐

演变到“战国七雄”，等到2020年前后，只剩下“三足鼎

立”，欧冶云商就是其中之一。作为钢铁产业互联网领军企

业，平台在钢厂端与使用端深度链接、O2O线上线下物流联

动、全流程数字化服务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并逐步构建起数

智化核心竞争力。

放在顾永兴面前的第二个问题来了：当平台走到规模化成

长的成熟期，发展的第二曲线、第三曲线在哪里？这事实上也

是第一个问题的延续，即当平台完成中台化建设，如何从支持

主营业务增长，进阶拥有赋能生态圈的能力，为生态圈用户带

来数字化转型的工具、方法和理念。

欧冶云商开始试水将数据模型赋能上下游企业。顾永兴将

目标对准了生态圈内的沿江沿海物流。钢铁物流有个传统，每

个钢厂往往会对应一个码头，这使得出厂物流格外顺畅，但痛

点也显而易见，因为各管各家，导致回程空载率高。从2021

年起，顾永兴带领团队将有条件的水运资源和需求整合在一个

平台，探索通过规划模型求解来减少空载和排队，有效降低物

流成本。

为生态圈提质增效，还表现在创造价值上。“今天我们所

说的创造价值，并非从钢厂和企业身上争夺利润空间，而是通

过数据驱动，创新产销模式。”他说，就在去年底，基于敏捷

开发与深度学习的预测模型——预测式组织生产模式来了，这

使得钢厂能在多生产基地、多产线数量、多销售渠道之间找到

平衡，助力钢厂从基于合同的生产组织模式向基于需求预测的

生产组织模式转变，进一步提升效率、效能。

跳出生态圈，顾永兴还带领团队尝试以标准化平台为沃

土，培养“第二棵树”“第三棵树”。从产业往外看，不少产业

有着和钢铁产业较为相似的模式，比如：作为电子行业润滑剂

的稀土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但同样面临着构建产业互联网

的挑战。顾永兴透露，目前平台正在尝试将标准化服务向第三

方开放，让不同的行业、应用主体、品类都能在同一个平台上

产业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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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冶云商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顾永兴。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小区里有一住户，不仅收养了多条流浪猫
狗，同时家里各种垃圾堆积如山。随着天气逐渐
炎热，屋内散发出阵阵恶臭，还引来不少蟑螂，严
重影响楼栋邻居和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近日，奉贤区中港居委会和五四派出所
陆续收到几起12345市民投诉

读者来信民警、居委会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进屋清理

堆积如山的垃圾。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