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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建党百年
宝宝山山路路··

奋奋斗斗百百年年路路 启启航航新新征征程程

□记者 吴佳逸

宝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有
17 名党员， 平均年龄 41.9 岁， 党支部于
2020 年 6 月完成了换届改选 。 在抗击疫
情、疫苗接种的每个重要环节，都有党员的
身影，都离不开医务人员敢于担当、勇挑重
任的奉献精神。

疫情当下 马不停蹄岗位流转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员医生主动学
习防控最新知识，密切关注疫情变化，出现在
各个重要的岗位上。 全科医生沙磊先后在社
区、机场和留验点工作，今年 2月以来，徐颖
和陈佳菁先后参与了居家隔离、入境人员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浦东机场核酸采样工作、
疫苗接种等工作， 中心党办主任赵开栋说：
“徐颖同志作为入党积极分子， 也能用党员
的标准要求自己，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 ”

2020 年春节开始，沙磊成为社区居家
隔离工作组的一员。 沙磊的签约居民王女
士春节期间曾经途经武汉， 回沪后在家和

年幼的女儿一起居家隔离， 在这个特殊的
时期， 她情绪焦虑并且产生了身体上的不
适，沙磊作为她的签约医生，也是她的居家
隔离管理人员，通过电话沟通，线上随时答
疑解惑， 开展个性化健康指导并上门耐心
地向她普及防控知识， 疏导她的恐慌紧张
心理，指导她做好自我防护。 最终，沙磊帮
助王女士度过了隔离期。

此后，沙磊又前往虹桥机场参与重点地
区入境人员的转运隔离任务，平时单位里有
应急医疗保障任务，沙磊总是自告奋勇积极
报名参加，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这次他
也不忘带上应急救援包，准备了保心丸、晕车
药，以及简单的外伤处置的用品。

驻守在虹桥机场期间， 沙磊接送了
一对日本夫妇，他们很配合，也可以用中
文交流。 因为车厢要保持空气流通， 不能
开空调，但那位日籍女士觉得冷，沙磊向他
们解释原因， 还把同事为他们准备的暖宝
宝给了那位女士， 暖心的服务受到了日本
夫妇的好评。

一以贯之 办实事暖民心

一线党员敢于拼搏的精神状态， 鼓舞
了整个团队，大家都拧成一股绳，全心全意
为居民服务。在日常服务居民的过程中，医
生团队中的党员也充分发挥党员的先进
性，心中时刻装着人民。

钟玲是一名有着近 20 年一线工作经
验的全科医生。十年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此后她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
说：“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能只体现在
工作岗位上，也要体现在生活中。 ”

一次下班路上， 钟玲在地铁站内看到
一位乘客突然晕倒，脸色苍白，大汗淋漓，
她见状便毫不犹豫地跑了过去， 边跑边大

声说着：“我是医生，请让我看看！”钟玲回
想起当时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当时没有
任何检查设备， 我只能凭着我的经验，搭
脉、问诊，得知她一整天没怎么吃东西后，
我初步判定可能是低血糖。 ”周围乘客和
工作人员听到钟玲的判断后， 纷纷拿出包
里的食物和水给这位乘客， 工作人员也通
知其家属来到了现场， 钟玲医生这才放心
地继续踏上回家之路。

钟玲医生作为全科医生，经验丰富，来
到宝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后，
她对家庭医生的工作颇为感慨：“在社区，
病人对医生的依从性较好，通过不断沟通，
病人愿意配合检查和治疗， 这也是让我有
成就感的地方。 ”

有位 70 多岁的男性病人， 初来看诊
时都不愿检查，十分固执。钟玲通过量血压
发现病人有一个恶性的心律失常， 立即让
病人进行了 HOLTER 检查，通过 24 小时
心电监护， 发现其有一个阵发性室性心动
过速。钟玲一边联系病人，一边联系静安区
闸北中心医院心内科，通过 1+1+1 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中心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让

病人急诊住进了二甲医院， 很快进行了手
术，术后恢复良好。

康复后， 病人很快联系了钟玲：“钟医
生，是你救了我一命，其实我之前晕厥过多
次，我都没在意，是你敏锐地发现了我潜在
的问题！ ”

“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重要载体，有利于筑牢广大党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一直以
来，中心党支部积极推动区域化党建机制
与格局，发挥专业优势，深入参与为民服
务。 中心联系龙华医院临床营养科，两家
医院的营养师和家庭医生合作开展了营
养健康进校园活动，近一年来，该项目已
在市北中学、六十中学、青云中学、止园路
小学各开展了一次活动，真正把专业的营
养健康知识带入了校园。

今年，为了庆祝建党百年，中心党支
部在图书馆里辟了一方天地，名为“学习
阵地”，飘扬的党旗下，红色书籍摞成一
列，中心党支部将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多为群众办实事，把工作做到群众心
坎上。

近日，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就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出安排部署。 在宝山路街道，从党工委到各党支部，都把察民情、访民意作为“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第一步，深入工作服务对象，了解民生需求。 在本栏目中，我们聚焦那些让居民更有获得感、幸福感的实事。

我为党旗添光彩

党旗飘扬，彰显党员风采。
宝山路街道坚持党史学习教育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引领党员为党旗添彩、群众为党旗点赞、学生向党旗致敬。 在这个栏目里，我们聚焦一

个个基层党组织，一位位老党员，其中也不乏光荣在党 50 年的党员，透过这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勾勒出党员爱民、勤政的生动画卷。

好医生为民护航 好党员严于律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风采录

□记者 吴佳逸

“张师傅来吗？”在会铁居民区，一到社区
活动，大家都会这么问一句。大家口中的张师
傅也是会铁的居民，今年 85 岁的张锦渭。 每
次社区活动上，他都拿着相机，鞍前马后记录
下精彩画面，大家关心他来不来，因为，他来，
就意味着活动又多了一个绝佳的记录者。

退休前，张锦渭是一名铁路职工，退休
后，他深耕社区，运用自己的摄影和文字方
面的特长，在社区发光发热。而这六十多年
来，他又有两个身份，一是通讯员，摄影与
文字的积累便来自于此，二是共产党员，永
远身先士卒，永远在路上。

能写会拍 见证历史

张锦渭的报社通讯员之路要从 1958
年说起。 那一年，他作为一名铁路职工，成
为了《上海铁道报》的通讯员。 1987 年，他
跟着铁道报一个摄影记者学起了摄影，用

的第一台相机是凤凰牌的，2006 年开始使
用数码相机， 他的摄影技术也跟随着时代
步伐，与时俱进。

1995年，张锦渭退休，但他通讯员的身
份却从未退休过。 1990年代，他不仅是《上
海铁道报》的通讯员，还先后担任了《解放日
报》《文汇报》《劳动报》《上海老年报》等
报刊的摄影通讯员， 他说：“以前不像现在，
人人都是自媒体，那时候报社很需要我们这
些摄影通讯员提供照片，我也不断地出现在
各个新闻现场，见证各种重要时刻。 ”

担任通讯员期间， 张锦渭经历了许多
重要的事情，要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
于 2003 年的那场非典疫情。 2003 年 4 至
6 月间，张锦渭作为《上海铁道报》通讯
员，戴起口罩，做好防护，多次进入铁路上
海站，蹲点在那里，拍下了铁路工作人员为
乘客测温、检查的画面，一待就是一整天，
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时光荏苒，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张
锦渭想到 17年前的那场记录，心里痒痒，也

想再次进入火车站等地记录志愿者的工作，
无奈这回家人百般劝阻，对他说：“今日不同
以往， 现在待在家里就是最好的奉献。 ”于
是，他只能选择宅在家中，一遍遍地整理当年
的照片，回忆往昔，他把对非典的追忆写成了
文章，投稿并刊登在《上海铁道报》上，用这
种方式纪念这段过往。

退而不休 记录社区

退休后，张锦渭继续在社区发光发热，
他说：“我不抽烟不喝酒， 也不喜欢麻将、
跳广场舞，在社区，就是继续发挥写文章和
拍照片两大特长，为社区建设尽一份力。 ”
在会铁居民区，张锦渭从来不闲着，穿梭在
社区各个活动现场，他总是猫着腰找角度，
或是盯着舞台、绷着弦按快门，“只要社区
有活动，我就去拍照！ ”

2019 年至 2020 年， 包括会铁居民区
在内的附近几个居民区都有动迁的地块，
几十年的棚户区即将夷为平地， 居民们纷

纷搬迁，这些画面触动了张锦渭，他主动向
会铁居委会提出，要拍下这些旧改的房屋，
于是，他花了一段时间，把这些房屋一幢一
幢地、多角度地拍摄了下来，交给居委会存
档。 拍完这些照片， 张锦渭感慨道：“我
1979 年就住在这里了，当时我家对面是棚
户区，后来建了中兴绿地，现在绿地又改建
了，如今我能用相机记录下最新的变化，也
算是对老土地的致敬了。 ”

如今 85 岁的张锦渭拍了大半辈子的
照片， 当年的每张底片他都用心保存着，至
今有一万多张， 做了 60 多年的通讯员，发
表七千多篇作品， 其中一大半是摄影作品，
记者采访时， 他拿出一个又一个小箱子，里
面是他珍藏的“剪报”———每一篇他发表过
的作品都剪了下来，贴在一起，翻动着简报，
时光的隧道从当下穿梭回了上世纪，张锦渭
热爱生活、爱党爱民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张锦渭 1960 年入党， 党龄至今已有
61 年，是不折不扣的老党员，在社区的这
几年，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耕耘，更是共

产党人高尚情操的生动展现。如今，在会铁
居委会的党员活动室里，有一面照片墙，上
面红红的标题写着：迎接党的百年华诞，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下方是张锦渭和居民区
摄影达人的摄影作品展示， 有居民区活动
剪影，也有摄影者日常采风的作品。高产的
张锦渭常换常新， 让这面照片墙一直有看
头。 这样的举措还引领了会铁居民区的新
风尚，书法班的同志们获得启发，另辟场地
展示起了自己的书法作品……

一甲子通讯员 一辈子在路上
社社区区卫卫生生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张张锦锦渭渭

□记者 吴佳逸

一部运行了近 25 年的电梯， 综合安
全评分为 0 分， 却一度因为流程走不通，
而迟迟无法换新？ 这部电梯就在静安区宝
山路街道三宝花苑的 10 号楼内， 幸运的
是，在宝山路街道的大力重视下 ，和多部
门通力合作、搭建党建联建的平台 ，让事
情有了突破， 目前 10 号楼的一台电梯已
更换完成并投入使用，小区内其他需要更
换的电梯也正在施工中或走流程中 。

第一难：余额不足

2018 年，三宝花苑业委会就开始申请
更换电梯，2019 年， 第三方机构对小区内
电梯进行了评估， 其中 10 号楼的一部电
梯综合安全状况得分为 0， 建议电梯立即
停用， 而其他电梯也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需重大修理。

按照规定，电梯更换的费用里 30%
为政府补贴的费用，剩下 70%的费用
本应由维修基金承担， 但业委会成员
了解后发现， 维修基金的余额已无法
满足本次电梯更换———二十多年来，
小区经过多次维修， 维修基金的钱花
完后，虽然又补充了公益性收入，但如
今也所剩不多， 因此无法支付本次全
部费用。经过计算，维修基金的余额只
能负担本次更换费用的 30% ， 那么 ，
还剩下 40%的费用只能通过居民自
筹的方式来解决。

10 号楼 100 多户居民， 按照住宅面
积分摊的方式，每个人都需要出资。 为了
做好这项工作，小区的“三驾马车”居委
会、业委会和物业想尽了办法，上门做起
了居民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业主大会表决，
大家达成共识，一楼居民不出钱，这部分
钱由 2 至顶楼居民分摊。 为了更好地推
进居民自筹工作， 小区业委会主任皇甫
锄等人顶着压力，在 10 号楼一楼张贴了
一张红榜， 记者看到这张红榜上写着 2
至顶楼居民的室号，如果支付了费用，便
贴上一颗小星星， 现在这张贴满小星星
的红榜看着无比舒适， 但回想过程中的
艰难，皇甫锄连声对记者说“太难了”，
他回忆道：“同意的居民都好说，不同意
的居民各有情况，也各有诉求，一开始真
的太难了， 但一两家同意后也就顺利
了。 ”

有了红榜的激励、“三驾马车”的共同
努力，两个月后，钱终于收齐了。

资金已经到位， 也打入了该小区维修
基金账户，正当居民们盼着新电梯时，没想
到，还有一重困难等着他们。

第二难：流程不通

此后， 物业进入房屋维修资金管理系
统， 通过这一系统向电梯公司打款。 没想
到整个流程，就卡在了最后一步，系统中，
“分摊费用”一项，只精确到楼栋，没有精
确到楼层，系统默认全体业主都出资更换
电梯。 也就是说， 去掉一楼从二楼开始操
作选择范围是不行的；如果贸然选了这一
选项，那就等于违背事实，动用了一楼居民
的维修资金，触犯了一楼居民的利益。

为此， 业委会和物业向静安区房管
部门求助， 询问是否能够更新系统来走
通流程。 相关负责人解释，根据《上海市
商品住宅维修基金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区域公共设施的维修、 更新费
用， 由全体业主按照拥有住宅建筑面积
的比例共同承担。

对此， 业主们则拿出了电梯安全管理
办法。 根据《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第
28条：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的，相关
业主对费用承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承担。

更令业主们疑惑的是， 最新实施的
《民法典》对此也明确规定，根据《民法
典》第二百八十三条：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的费用分摊、 收益分配等事项， 有约定
的， 按照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

电梯换新， 当然也适用这一法条。 但
在房管部门看来， 一旦开了一楼不需要出
资的口子， 会引发更多的争议。 针对该小
区目前的困境，房管部门建议，通过其他方
式将一楼的份额补上。 可是， 小区其他居
民已经把一楼的份额补上了呀？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老电梯换
新，半数业主同意即可实施。 一般来说如果
维修基金足够，则通过维修基金出资，一楼
业主也不能例外。 如果没有维修基金，则可
以通过完全自筹，专款专用的方式，一楼是
否出资， 按照约定。 而三宝花苑小区的困
境，恰恰是因为一部分资金来自维修基金，
一部分资金来自自筹， 想要在系统里走流
程，却走不通。

关键时刻，宝山路街道急群众所急，通
过社区物业党建联盟， 搭建了党建联建的平
台，街道城运中心党总支、居民区党总支与电
梯公司、物业公司等多方协调，这时候，物业
公司表态先行垫付 30%的费用，让电梯公司
可以先开工更换电梯，很快，电梯公司也同意
先行开工，这让小区居民看到了希望。

之前，业委会已经把居民自筹的资金打
入了银行账户， 但无法走维修基金的流程
后，大家只能另想办法。 与此同时，为了解决
问题，宝山路街道和银行取得联系，让银行
同意把之前的那笔自筹资金退还，根据银行
的要求，静安区房管局特事特办，进行了情
况说明，钱款终于退还，接下来再打入物业
公司账户，再由后者打入电梯公司账户。 这
一重大突破让事件有了较为圆满的结局。

2021 年 4 月 16 日，10 号楼的一部电
梯终于更换完成并投入使用， 小区居民走
进全新的电梯，心情格外地好：“坐上这样
的电梯，现在好有安全感！ ”

几年前，上海由居民自筹部分资金加
装成功的第一台电梯就诞生在静安区，
同时静安又是全市率先探索批量加装
电梯并大获成功的区域。 这一次，静安
区宝山路街道在三宝花苑小区老电梯
换新上主动探索、先行先试，这体现了
静安区一贯以来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
优良作风。

党建联建谱新篇 合力为民办实事

大大楼楼贴贴出出““红红榜榜””激激励励居居民民

电电梯梯施施工工现现场场

我为群众办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