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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信箱小卡片 居民中招“李鬼”公司

□记者 朱杰

近日，有社区居民反映，近期在居民区信
箱里出现了一种维修服务卡片，卡片上标明
的维修服务价格却和实际收费相差甚远，目
前已有多名居民中招。
记者看到，居民所说的卡片上印有“静安

社区维修服务中心”的字样，并承诺不维修不
收费，60岁以上及残疾人维修费一律5折优惠。
可事实并非如此，打电话时对方态度热情，可实
际收取的维修费用却远超出卡片上的价格。

据街道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
绍，服务中心从未在居民区散发过类似卡片，
这家服务机构很有可能是一家“李鬼”公司。
虽然卡片上没有明确写明是“曹家渡街道社区
生活服务中心”，但名称旁的Logo却和曹家
渡街道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的Logo一模一样。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工作人员按名
片上的地址试图找到“李鬼”公司时，却发现

名片上的地址是假地址，根本没有万航渡路
368 号这个门牌号，只有万航渡路 398 号，而
且还是一个工地。
据一位居民回忆，此前他就是拨打“李

鬼”公司名片上的电话，维修人员来了后稍作
检查后，就对居民说要为冰箱添加冷却液，张
口就要 300元，而同样的服务在服务中心的
价格只收 100多元。这位居民还表示，事实上
维修人员并没有仔细检查冰箱，结果冰箱修
完后没多久又出现了故障。他怀疑，这家“李
鬼”公司的维修人员只有三脚猫功夫，不但不
能解决实际问题，收费也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另外，“李鬼”公司的维修人员在向居民
收费时也耍起了小聪明，将服务中心的电话
留给居民，声称居民有售后问题就找服务中
心，他们只管维修。之前，服务中心还接到了
居民的投诉电话。当前工作人员已在服务中
心张贴告知，提醒社区居民注意防范。

经介绍，服务中心的维修师傅在上门服
务时都要身着统一工作马甲，服务结束后居
民还要在服务确认单上签字，并对服务做出
评价，最后确认单还要在服务中心留档。在
此，记者提醒广大社区居民，如需上门维修请
认准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切勿因贪小而失大。

泰州路安远路口拓宽 设计为双向两车道
□记者 朱杰

近日，记者在路过泰州路安远路口时发
现，位于路口的建筑物拆除后，路口得到了相
应拓宽，现在不仅道路更宽阔，视野也变好
了。

2017 年 2月，华纺小区临近泰州路的四
排老房子和一栋沿街的多层建筑，划为了旧
改地块。在当时的规划图上，就有拓宽后的泰
州路示意图。此前，该路口因有建筑物遮挡，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从安远路拐进泰州路时，
需要特别小心。
记者从施工单位了解到，泰州路（安远

路—余姚路）的道路施工正在进行中。今年
10 月开工以来，施工队主要针对路面拓宽和
人行道改造进行作业。当前，人行道的整修作
业已经结束。

施工单位负责人表示，拓宽后的泰州路

将设计成双向两车道。接下来，施工队将对路
面铺设沥青。施工队在铺设沥青前，还要对路
段进行铣刨作业，修复、填充原有道路的裂缝
和洼地，填平整条马路。

铣刨作业时，施工队将对道路进行临时
性封路，因此作业时间只能在夜间进行。届
时，施工队将在施工铭牌和附近小区，张贴交
警部门开具的告知书。施工单位负责人表示，
夜间施工时间为 22点至次日 6点，该路段的

铣刨作业预计两三个晚上就能完成，夜间施
工时难免会有噪音产生，恳请周边居民谅解。

施工铭牌显示，路段中修工程的竣工日
期是 2019 年 12 月 31 日，但施工单位负责
人同时表示，因该路段后续还涉及架空线入
地工程，最后的竣工日期可能会推迟，具体要
等架空线入地施工单位的通知。待架空线入
地工程全部结束后，施工方将依照工程标准
再铺上一层沥青，完成整个工程。

当摄影遇上公益 小区自治冒出新火花
□记者 朱杰

在曹家渡达安花园小区，活跃着一支摄
影团队，成员平均年龄 60多岁。从 2018年 5
月成立以来，该团队在负责人陈扬的带领下，
逐渐成为了小区自治的一股重要力量。

10 月 25 日，“陈扬公益摄影工作室”揭
牌成立，工作室的地点设在小区 21 号楼，借
助乐龄家园场地开展公益服务。公益摄影工
作室成立后，将成为服务社区居民的场所，提
供公益摄影服务。公益摄影工作室的成立，是
对原先达安花园摄影俱乐部的一次升级。

由专业人员精心设计的工作室 Logo 寓
意深刻，Logo 整体设计的灵感来源于照相机
的光圈，光圈的配色与上海市志愿者的七彩志
愿心相同，体现工作室的公益性质。Logo整体
色调为绿色，与小区的绿色环境和居委会Logo
的色彩遥相呼应，代表在居民区党总支的引领
下，工作室发挥自我特长，实现自我价值。在揭牌
仪式当天，陈扬与其他几位团队成员，在现场为
小区老人拍照，记录他们的幸福生活。

记者看到，达安摄影俱乐部的微信群目

前有 129位成员，大多是本小区爱好摄影的
居民。微信群里每天都很热闹，群友们分享各
自的摄影心得，对上传的照片进行交流分享。
团队成员任宝庆表示，在微信群没有组建前
大家都是各玩各的，如果说有组织的话，也只
是小范围的，远没有现在这般热闹。陈扬在
2018 年搬进达安小区后，就联系居委会组建
起了这支队伍。

陈扬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摄
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天达摄影艺术协会
会长、上海市十佳摄影家、上海摄影艺术展金
奖获得者、著有《上海世博会航拍》画册、从
事摄影工作 30多年，到访过 30 多个国家创

作，荣获国际国内摄影比赛奖项 200多次。
团队建立后，大家都感觉像是找到了第

二个“家”。平时，摄影团队除了定期组织摄影
知识讲座外，还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每逢过年
过节上门慰问老人，献爱心传播社会正能量。
任宝庆认为，摄影不仅是让他有事可做，更重
要的是提升了生活品质，对改善身心健康起到
促进作用。原先大家都是独门独户，即使住在
同一栋楼也互不相识。自从有了“组织”后，邻
里关系拉近了，大家的归属感也更强了。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丁纨芳表示，公益摄
影工作室的挂牌成立得到了街道的大力支持，
也响应了小区居民的心声。将摄影和公益相结
合，发挥团队的自治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本身
也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团队成员们为居民
提供公益服务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展现上海老
年人健康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传播社
会正能量，对成员自身也是一种教育和学习。

现在，摄影俱乐部每月平均活动一次，每
次活动或由负责人陈扬主讲或是外请摄影专
家。在团队成员看来，陈扬摄影水平高，组织能
力强，又热心社区，能加入团队是一份幸运。

□记者 朱杰

据市卫健委消息，本市 25 家服务
能力较强、覆盖人口多、辐射范围大、分
级诊疗基础好的医院，将作为首批区域
性医疗中心建设单位，位于西康路上的
静安区中心医院位列其中。2020 年 1
月，首批区域性医疗中心建设单位将接
受市卫健委评估审核，并对评估后达标
的医院进行挂牌。
记者从区中心医院了解到，区域性

医疗中心对应的是分级诊疗。分级诊疗
的核心理念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常
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就诊，重点畅通慢性期、恢复期
患者向下转诊，通过完善亚急性、慢性
病服务体系，将度过急性期患者从市
级医院转出，并在医疗机构之间建立
分工协作机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
向流动。
随着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体系的完

善，升级为区域性医疗中心后，区中心
医院将承担区域内居民常见病、多发
病诊疗以及急危重症抢救与疑难病转
诊任务，有效解决解决市民“看病难”
问题。
近两年，区中心医院加快了在分级

诊疗上的探索。当前，华山医院皮肤科、
神经内科、内分泌科、骨外科、康复科等
优势科室专家，每周会来到区中心医院
为广大患者问诊，为患者们省去了在市
级医院排队挂号的周折。
除与市级医院合作外，区中心医院

还接受从社区医院转诊的慢性病患者，
在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中风）、慢
阻肺等慢性疾病的转诊上，区中心医院
和区域内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
网，做到信息互通，为患者提供转诊上
的便利。
今后，社区医院、区域性医疗中心和

市级医院将承担不同的功能。社区医院
承担慢性病初筛和常见病预防，区域医
疗中心主要承担死亡率高、疾病负担重、
转外就医集中、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病种
的诊治，三级医院主要承担疑难危重症
的诊治。
目前，区中心医院开设的胸痛中心

和脑卒中临床救治中心，为急性心梗、急
性脑梗和急性脑出血患者提供绿色通
道，有效缩短了抢救时间。两个中心都有
各自所属的网络群，120 急救车将急救
患者送至医院后将直接走绿色通道，患
者在接受各项检查后，如需接受手术治
疗，网络群将发起快速响应机制，及时安
排医生进入手术室。
患者从进入胸痛中心绿色通道到最

后得到治疗，过程的时间都有严格的规
定。如急性胸痛患者必须在 30 分钟内
完成血管 CT或心脏超声检查并获取报
告，而“D to B”时间是指患者进入医
院大门到 PCI 介入手术导丝过冠脉闭
塞段的时间，被要求在 90 分钟以内完
成；“D to N”时间是指患者进入医院
大门到开始溶栓时间，被要求在 30 分
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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