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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章磊

“我年纪大了，上下楼都不方便，儿子

女儿也不常回来，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

呀？”“高行卫生院要搬了？这可不行呀，以

后有了小毛小病找谁去看呀？”……高行镇

南新社区是一个老年人占比较大的动迁小

区，老年人面临着生活不便、医疗资源缺少

等问题。

居村吹哨，部门报到。收集到居民反

映的问题后，南新居委协调多部门联动，统

筹卫生中心、养老机构等资源，在养老服务

方面真正做到了未诉先办，近年来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没有一起养老服务方面的投

诉，获评“上海市老年友好型社区”。

“老伙伴计划”让困难
老人不孤单

作为动迁小区，南新社区整体呈现出

流动人口多、老年人口多和高龄老人多的

“三多”特点。特殊困难老人群体是南新居

委面临的首要问题。

“现在生活很方便，有什么困难，打个

电话就会有人上门服务。平时也有人来关

心我生活上有什么短缺，就跟家里人一

样。”不少老人感叹，居委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经常上门探访，让他们的老年生活不再

孤单。

这是南新居委开展“老伙伴计划”的

成果。针对空巢、独居、留守、失能等特殊

困难老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居家安全风险，

依托“老伙伴计划”，物业定期为老年人提

供燃气、水电、门窗安全检查，实现70周岁

及以上独居老人安全检查全覆盖。

除此之外，8名小区“老伙伴”志愿者

结对数十名老人，开展关爱服务，每周至少

两次上门探访，并将多名特殊困难老人列

为重点关爱对象，增加探望频次。同时，居

委还为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

免费送餐上门服务，除国定节假日外，全年

无休，让特殊老年人在家中就能吃上热饭、

喝上热汤。

“医”人为本，满足老人
就医需求

南新居委了解到日常身体检查与健康

保养是老年居民的普遍需求。附近的高行

卫生院高南分中心在规划中将迁址，消息

一出，居民们联名找到南新居委。

接到来访后，南新居委第一时间现场

“出诊”了解情况：一方面，南新居民区老年

人数量占比高，达到了21%，基础就医需求

大；另一方面，新址无直达公交车辆，对老

人而言交通不便。

于是，南新居委与高行镇城运中心就

此事联合“会诊”寻求解决方案，经多方努

力，高行卫生院高南分中心继续原址保留，

更名为南新社区卫生服务站。如今，南新

社区卫生服务站与南新家门口服务站的健

康小屋、云诊室协同联动，线上线下相结

合，为居民打造“微医疗”集聚区，让辖区居

民有“医”靠。

不久后，与南新东园仅有一墙之隔的

天侨护理院即将建成，将与周边其他医疗

资源形成良好互补，推动医疗资源更好地

为老人服务。

“养”心为根，丰富老人
晚年生活

除了便捷的医疗服务外，让老年人真

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也是南新居委的目标。沿南新东

园东墙而建的南新健身步道颇受居民青

睐，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出现了设备老化、

规划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

南新居委未诉先办，主动牵头，将南新

健身步道升级改造成“南新健园”口袋公

园。焕然一新的口袋公园既保护了老年人

的身心安全，又提高了他们的锻炼积极性。

同时，南新居委还为整个为老服务工

作注入了更多的温暖与活力。在居民区党

总支的支持下，社区推出了为老服务的自

治金项目“疗愈花园”，实现“老有所为”，展

示老龄人的价值，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更

有意义。

养老服务做好“兜底”，老人生活才能

“有底”。南新社区在养老服务工作中的一

系列举措，充分展现了未诉先办的工作理

念与实际成效，主动作为、提前谋划，积极

倾听居民声音、精准对接养老需求，切实将

问题解决在居民诉求之前，让未诉先办成

为构建美好社区养老环境的坚实基石与有

力保障。

■本报记者 沈馨艺

“这里的医生很亲民，就算我们有点

啰嗦也不嫌烦，给我们耐心解释，对待我

们就像家里人一样。”这是周浦镇居民对

镇乡村医生的评价。

乡村医生是我国医疗卫生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基层公共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推进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

量，在保障农村居民和城市社区居民的基

本医疗需求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07年开始，周浦镇与上海健康医学

院合作，定向培养乡村医生，在完成 3年

专科及 2年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基础

课程并取得医师资格后，到各个村卫生室

工作，扎根基层为村民提供便捷的医疗服

务。周浦镇社区卫生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周浦镇目前有12个村卫生室，13名乡

村医生，基本都是90后、00后。

乡村医生的工作主要负责服务周边

居民，包括日常的体检咨询、小伤口换药

处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健康教

育，还有一些针对慢性病患者的随访以及

协助家庭医生签约等。

朱惟溢就是一名 90后乡村医生，目

前驻守在塘东村。因为爷爷和叔叔都是

医务人员，平日里为街坊邻居诊治，朱惟

溢受到熏陶，也立志当一名医生。成为一

名乡村医生，让她很有成就感。

除了每天在卫生室值守，她还要定期

去巡访区域内的慢性病患者，目前入册需

巡访的人员接近 300人。“我觉得乡村医

生就是周边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天天和村

里的老百姓见面，更加有亲切感。”朱惟溢

说。

倪佳骏毕业后在周浦社区卫生中心

工作了5年多，2018年主动请缨成了一名

乡村医生。“我觉得乡村医生在防止医疗

资源占用方面能发挥大作用，因为我们的

群众基础非常好，我们给他们的建议更中

肯，可以防止一些不必要的就诊。”他说。

倪佳骏介绍，在接诊过程中，如果发

现病人的病超出他们的诊疗能力，就会及

时将病人转诊到上级医院，发挥双向联动

作用。而针对岁数大、出行不方便的村

民，他们也会提供配药上门服务。

贴心的服务，让老百姓对乡村医生非

常满意。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不嫌脏

不嫌烦，只要跟他们提需求，他们总会尽

量办到，可以说乡村医生与村民之间不是

医生和病患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亲人之间

的关系。”

在乡村医生岗位上坚持多年，倪佳

骏不止一次收到村民送来的锦旗。但他

记忆最深的，却是一件憾事——“有一个

病人是看着我长大的，有一天和我说大

便不好，我就给他用了开塞露，几次后我

建议他去做个肠镜检查，发现是肠癌。

这件事情对我感触很深，如果我能早一

点发现，早一点让他去做肠镜，也许会有

转机。”

周浦镇社区卫生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这些年轻的乡村医生的服务态度非

常好，获得了村民的信任，相信未来一定

能够为周浦镇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贡献

更大力量。

■本报记者 李继成

面对日均客流 20万人次、全年百

场文化活动和体育赛事的大客流场景

下，东方体育中心地铁站积极拓展“四

长联动+”机制和创建质量精益现场

“双管齐下”，提升车站的服务水平和质

量水平，乘客满意度始终排在线路前

列。在2024年上海市群众性质量提升

活动中，该站被上海市质量协会评为

“上海市现场管理创新活动的标杆级成

果”，也是当年唯一获此荣誉的地铁车

站。

据了解，东方体育中心站基于“四

长联动”模式进行“扩队伍、拓内容”创

新，形成了“四长联动+”机制。在原有

的“车站站长、城轨警长、属地街道长、

派出所长”四方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扩

大“朋友圈”，先后扩展至陆家嘴集团、

上南公交、前滩社区等共14家单位，形

成了由 280余人组成的“海上霞光”志

愿者服务队，将应急响应时间从 20余

分钟缩短至 15分钟以内。同时，车站

有效整合各单位资源，将消防知识培

训、车站周边环境治理、汛期地漏疏通、

物资加固、抗洪抢险等任务纳入“四长

联动”的工作范畴，全面提升了车站的

应急管理和服务质量。

随着前滩地区的快速发展，东方

体育中心站的日常客流量也随之增

长。尤其是邻近的东方体育中心和其

他文体场馆，各种演艺活动和体育赛

事频繁，仅去年一年就有 98场。早晚

高峰和文体活动期间，车站经常面临

大客流的压力。对此，东方体育中心

站在客流组织、设施设备、客运服务等

关键环节进行全方位改进优化，有效

提升车站运营管理能力。在客运组织

方面，识别乘客通行效率的需求，根据

客流走向创新设计五点跑位图（站台

一站厅一闸机一出入口一公交短驳

点），在五个关键点位上安排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快速引导乘客出站，通行效

率提升 43%。

车站在设施设备综合改造中，通过

优化闸机布置、增设信息显示屏、调整

无障碍电梯导向等措施，使进出站效率

提升 47%，乘客询问数量减少了 60%。

在客运服务方面，晚高峰增设小包通道

加快乘客进站速度，通行时间从561秒

降至 176秒；早高峰调整扶梯方向，乘

客在站台停留时间从 119秒减少至 59
秒。东方体育中心站借助“四长联

动+”机制和精益现场建设，不仅显著

增强了车站应急处置能力，也大幅提升

了乘客的通行效率。

■本报记者 沈馨艺

近日，大团镇链接整合多方资源，开

展“诸事‘街’宜乐融融，五‘新’迎春过大

年”主题系列活动，为新兴领域群体送上

丰富多彩的迎新活动，让他们在“第二故

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当天一早，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

就业群体便积极参与“家”的布置。他们

在“聚蜂驿红色加油站”挂起喜庆的中国

结，贴上寓意吉祥的春联和窗花，将“家”

里的每个角落都装点得年味十足，新年仪

式感瞬间爆棚。

大团镇“夕阳红”书画社的志愿者也

来到现场，挥毫泼墨间，一个个饱含美好

祝愿的“福”字跃然纸上。小哥们挑选着

自己喜欢的“福”字和对联。

中午时分，镇党群服务中心为新就业

群体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大家围坐

在一起，细说趣事，畅谈未来，其乐融融。

此外，还有一场“‘新’意满满”公益市

集在大团镇开展。市集现场，非遗美食、

爱心义诊、趣味运动、理发便民、热茶热饮

等摊位热闹不已。活动中，街区为店主们

送上新春对联和祝福。一声“新年好”，一

句贴心话，让街区弥漫幸福年味。

■本报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童画

“检察官新年好！还好有你们帮忙，

让我们在春节前拿到部分欠薪，这个年过

得挺好！”蛇年上班第一天，江阿姨与检察

官通了电话，她是年前向浦东新区检察院

申请支持起诉的10名“校车阿姨”之一。

这批“校车阿姨”受雇于一家承包校

车服务的客运服务公司，她们每日跟随校

车接送学生上下学，负责在车上照看学

生。然而 2024年底，眼看着学生们要放

假了，校车也要停运了，她们的烦心事却

没有解决——拖欠的工资迟迟没有到账。

2024年 11月，10名“校车阿姨”提出

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欠薪 8
万余元。但由于10名申请人入职时已经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据我国《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申

请人主体不适合，因此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对10名申请人的请求不予受理。

彼时，浦东新区检察院正在开展治理

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根据区检察院与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保障劳动者合

法权益协作机制”，浦东新区检察院及时

介入，了解“校车阿姨”的困难。

检察官与每一名“校车阿姨”取得联

系，逐一核对欠薪数额。为全面了解情

况，检察官还实地走访了客运服务公司，

确认双方虽不是劳动合同关系，但存在劳

务关系。检察官认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客运服务公司应当及时足额支付拖欠

的劳务费。

2024年 12月，10名“校车阿姨”向检

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在受理申请后，检

察官进一步展开调查核实工作，指导她们

收集固定证据，以证明劳务关系的存在。

同时，公司方承认拖欠工资的事实，但也

坦言因为经营不善等原因短期内无法支

付全部欠薪。

“对于这类案件，最重要的是让申请

人拿到欠薪。我们多次与公司沟通，发现

公司方也有和解意愿，表示愿意筹钱支

付，但确实需要时间。”办案检察官说。临

近年关，为尽量不让当事双方陷入诉累，

检察官分别与双方沟通诉求，提出兼顾劳

动者权益和企业实际困难的解决方案，最

终在检察机关的协调下，双方签署调解协

议，公司分两期支付欠款，年前至少支付

第一笔款项。

蛇年新年前，10名“校车阿姨”收到了第

一笔欠薪。“你们能过个‘开心年’就好！”检

察官表示，“新的一年，我们会继续跟进。”

■本报记者 李继成

“周奶奶，新年好，午饭来啦！”“新年

好，麻烦你们了，过年也不休息。”春节假

期里，送餐志愿者敲响了金浦小区周奶奶

家的门，为她送上午餐。

为保障春节期间高龄独居等特殊人

群的就餐需求，金桥镇全力确保老年助餐

服务不缺位，节日里坚持为有需求的老年

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周奶奶表示,平日里自己一个人居

住，买汏烧不太方便，食堂的菜品既可口

又实惠，还能送上门，所以每个月都会订

餐。过年期间，食堂工作人员不休息，坚

持为老年人送餐，这让她非常感动。

为了让社区老人在春节期间也能吃

得好、吃得香，节前，各个居委的工作人员

针对为老助餐对象进行排摸，了解他们节

日期间的就餐需求。金葵社区（长者）食

堂根据老年人的口味特别定制了春节菜

单，从除夕到初七，8天的菜品都不重样，

让老人们感受到了节日的喜悦和温暖。

■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张晓黎

书院镇“金蛇迎春 福满人间”专场文

艺演出于春节期间开启，将热闹祥和的新

春氛围推向高潮。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

舞台上灯光璀璨，台下观众满怀期待，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共同迎接这场由“民

星”带来的文化大餐。

沪剧表演是本次演出的一大亮点。

《花盟》《隔墙对唱》《但愿早日结鸾凤》

《脚踏实地》《母女会》《胶胶小月亮》等经

典沪剧选段轮番上演，演员们精湛的演

技、细腻的情感表达，让台下的戏迷们如

痴如醉。

其他节目也同样精彩纷呈。小品《创

文明城区》以幽默诙谐的方式，生动地展现

了书院镇创建文明城区的重要性和意义，

在欢乐中传递了正能量。哑剧《大花轿》通

过演员丰富的肢体语言和生动的表情，讲

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本次演出的演员都来自书院镇基层文

化团队，是社区里的“民星”。他们利用业

余时间，精心排练节目，为的就是能在新春

佳节为居民带来欢乐。

此次专场文艺演出，也是书院镇群众

文化服务工作的一次生动实践，充分体现

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涵和价值。

如何让社区“养老”变“享老”？

未诉先办 做好养老服务“兜底”工作

与百姓“相依”，乡村医生收获信任

创新“四长联动+”机制

地铁东体站现场服务成行业标杆

在“第二故乡”感受家的温暖

10名讨薪阿姨过了个“开心年”

春节期间独居老人吃得好吃得香
为“民星”搭戏台
为百姓送欢乐

高行镇设施齐全的长者照护之家。 □高行镇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