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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再启航 砥砺奋进续华章
虹桥街道圆满完成侨联换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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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虹桥街道第四次归侨侨眷代表
大会在古北市民中心召开。长宁区侨联主
席方静燕，虹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郭凯等出席会议并讲话，街道社区党
委副书记范吉勤出席会议并为上一届委员
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开幕式上，区侨联主席方静燕向大会
致贺词，肯定了街道侨联多年来的工作成
果，同时也对今后的工作方向提了三点建
议。一要抓好平台建设，夯实“侨之家”和
“新侨驿站”两个阵地建设，不断扩大侨联
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二要抓好队伍建
设，大力弘扬侨界人士中的典型人物和事
例，发挥侨界示范引领作用，培育和引导更
多侨界人士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三要抓好
特色建设，巩固和发挥街道侨联工作的传
统优势，擦亮特色品牌，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积极探索工作新载体、新模式，努力推

动街道侨联工作再上新台阶。
选举大会中，各位代表充分行使权利，

以等额选举的方式选出了新一届委员班
子，并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新侨联委员班
子主席王依婷，副主席方耀民、罗美楣、饶
清，朱蓓蓓、阮琪芳、陈姝、吴钧、黄文尉、符
焰等当选为委员，同时聘请街道统战干部
张妍为新一届侨联秘书长。闭幕式上，街道
社区党委副书记范吉勤、新当选的街道侨
联主席王依婷为上一届委员班子代表颁发
荣誉证书，对他们一直以来在侨联作出的
贡献表达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郭凯
对新当选的侨联班子表示热烈祝贺，同时
结合当前世情、国情与侨情发生的深刻变
化，向新一届侨联提出四点希望：一是进一
步发挥侨联组织引导作用，把侨界人士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积极探索基层侨联工作融入创新社会治
理、社区自治共治；二是进一步提升为侨服
务能力，继续探索“五侨”联手工作方法，
通过项目化、社会化、信息化等手段延伸触
角、搭建平台，坚持优势互补、通力协作、形
成合力；三是进一步强化维权服务职责，积
极建言献策，切实将侨界的人才智力资源
转化为侨联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优势，进
一步履行好侨联组织维护归侨侨眷合法权
益；四是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侨联组织自
身建设，切实增强侨联的吸引力、凝聚力、
影响力，真正把侨联组织建设成为广大归
侨侨眷的“凝心之家”、“聚力之家”、“温
暖之家”。
虹桥街道侨联将在新的起点上，以新

的姿态，新的面貌，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开
拓创新，携手共推侨联工作跃上新台阶，凝
心聚力再启航、砥砺奋进续华章！

虹桥街道新当选侨联委员班子亮相 第一次委员会议

虹桥街道积极推动
单位垃圾分类实效提升

为了实现垃圾分类示范街道成功复评的目

标，不断提升社区单位垃圾分类工作水平，结合 8
月份长宁区开展“垃圾分类单位专项整治提升月”
活动，虹桥街道通过建机制、强联合、重引领三个
方面，全面推动单位垃圾分类工作。

建机制：
制定实效提升专项工作方案

建立单位联络制度。针对不同类型的单位，发
挥联动合力的优势，结合街道各条线日常走访联
系，利用职工大会、两新书记会等契机广泛宣传垃
圾分类，加强各单位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责任。
建立“一网统管”下的单位巡查发现机制。依

托“一网统管”平台，在单位巡查中次次有记录，
问题发现件件有回应。对情节严重的，通过“一网
统管”平台上流转城管中队，上门进行处置。
建立综合管理机制。成立城管、市场、消防、派

出所等部门组成的单位垃圾分类联合管理小组，
开展重点检查周、月度例行巡查等行动，增强对单
位的指导和督导力度，综合手段提升单位分类实
效。

强联合：
开展多部门联合的综合检查周

为配合长宁区单位垃圾分类重点检查月活
动，虹桥街道由分管领导带队管理办、综管中心、
城管、消防等部门，于 7 月 27 日至 7 月 31 日一
周内，分三组全覆盖检查 71 家辖区单位垃圾分
类情况。
针对发现的公共区域设桶不规范、公共区域

垃圾桶混杂、台账记录不完整、后厨标识缺失、菜
场摊位湿垃圾桶配备不到位、大堂海报宣传不足
等 6大类 63 个问题，当场要求整改完毕 56 项。
其余涉及标识标牌、桶身颜色、海报张贴、大堂宣
传方式设置等问题也在一周内协助整改到位，同
时督促所有菜场完成摊点湿垃圾桶的放置工作。
下一步对于屡教不改的单位，联合检查小组将增
加市场监管、派出所等执法力量，进一步增强管理
力度。

重引领：
联合党服中心依托楼宇支部提升员工知晓率

街道综管中心联合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开展
单位垃圾分类员工知晓率提升业务对接会，沟通
交流垃圾分类业务知识，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在联
系服务企业单位、楼宇支部上的优势，广泛宣传发
动垃圾分类意识，切实做到“多一双眼睛发现，多
一张嘴巴宣传”。
接下来，街道将通过党群队伍，最大覆盖面地

向楼宇支部、物业、企业员工等发放《长宁区单位
垃圾分类达标创建手册》，通过组织引领，增强单
位分类意识。
下一步，虹桥街道在单位垃圾分类实效提升

上，将做到“三个坚持”：坚持联合行动、综合管
理；坚持分批培训、务求到位；坚持机制落实、管控
长效。

12年没下楼的居民有了盼头
安东小区首台加装电梯正式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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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毓磊

“等了一年多，总算是动工了，我们居
民都盼着能早日用上电梯！ ”7 月 23 日，
安东小区 31 号楼电梯加装项目正式动
工，楼组长周明菊难掩激动地说。

启动仪式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从 2 楼窗户伸出双手，不停地向大家鼓掌
示意。原来是 31 号楼的居民田奶奶，田奶
奶今年 86 岁了， 老伴更是 92 岁高龄，因
为腿脚不便， 田奶奶已经 12 年没下过楼
了。听楼组长周明菊说当天加装电梯正式
动工，她兴奋地来到窗前，期盼着电梯早
日竣工，能够下楼看看。

2019 年春天，31 号楼在安东小区率
先启动加梯意见征询，经历了多次征询和
无数次沟通，尽管推进期间受到了疫情影
响，历时一年多，31 号楼加装电梯终于在
近日破土动工。

居民意愿难统一
电梯新政按下加速键

31号楼加装电梯落地开工，标志着安
东小区的电梯加装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
然而这个从“0”到“1”，也经历了一些困
难。全体住户共识达成难，是加装电梯工作
的一大难点。安东小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
代末，31号楼是一梯六户的老公房，几乎
每一层都有腿脚不便的老年人。眼看着虹
桥街道其他小区都有加梯成功的案例，31
号楼居民的加梯呼声越来越高。

31 号楼共有 36户居民，虽然楼内腿
脚不便的老年人占比较高，迫切盼望加装
电梯，但是仍有少部分住户不同意。在第
一次征询意见时，有一户居民明确表示了
不同意加装电梯。这位住户将房屋出租了
十几年，又是低层，加装电梯与该住户的
利益诉求有冲突。

为此，居民区党总支、楼组长等多次
做该住户的思想工作，甚至采取了让租户
说服感化房东的策略。加上去年年底，上海

实施小区加装电梯新政，明确加装电梯业
主意愿征询通过比例由 90%放宽到三分
之二。另外政府资金补贴的最高限额由24
万元提高到 28万元，按照住户楼层高低
分摊费用后，其中2层住户只需 4000 多
元，给31号楼电梯加装按下加速键。
今年 4月，随着复工复产加速推进，

31 号楼加装电梯这项工作也正式启动。
随着相关部门完成加装电梯行政审批的
全面升级，31 号楼享受到了 “利好”新
政。提交加装电梯申请书、设计方案和施
工图、获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前
一个审批流程就要花上数月，而 31 号楼
仅用三个月就完成了所有审批，拿到了施
工许可证。

居民事居民议
多方合力推进加梯进程

加装电梯，主要靠居民自我协商。周明
菊是 31号楼的楼组长，也是加装电梯的
牵头者，在 31号楼内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在街道和居民区党总支的指导下，她和楼
内另外两位居民一同成立了自治小组。

三人小组充分发挥居民自治、共同议
事的作用，在设计电梯加装相关的财务、合
同、选定电梯工程公司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为了方便沟通，他们专门建立的微信
群，让每一位居民都能随时随地表达意见，
了解电梯最新进展，合力解决难题。
在选择电梯工程公司时，自治小组前

往外区街道、电梯公司实地考察，最终由
31 号楼居民自己决定选择庚瑞工程公
司。“建立公共账户时，居民们 2天内就
交齐资金了，我们这个楼的居民真是不
错。”周明菊说。

目前，31 号楼加装电梯项目已正式
进入施工阶段。加梯自治小组将和居委、
物业、业委会多方合力，积极推进电梯加
装进程。“我们居委会在后方为居民做支
撑，发挥党建号召力，帮助居民在加梯过
程中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安东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汪文卿表示。
“我们的电梯一年多了才动工，虽然

我们走得慢，但是我们走得稳。”周明菊
感慨道，“现在我就想让 31 号楼的电梯
尽快装起来，让田奶奶下楼看看小区这些
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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