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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在上海市公安局和
上海市虹口区委、区政府领导
下，虹口公安分局深入践行人民
城市和“派出所主防”理念，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主动跨前，积极探索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路径，主导建立了“三
所联动”机制。昨天，“我们的
人民城市”专题集中采访活动
的第一站来到虹口区嘉兴路派
出所展开采访。

上海市虹口区人口密度
大、老龄化程度高、矛盾纠纷
多，辖区纠纷以及由纠纷引发
的扬言类、打架斗殴类等警情占
比超过 40%。作为上海这座特
大型城市的一员，居民群众法治
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强，公安机
关群众工作等基础比较好，通过
搭建“三所联动”平台，坚持“法
先上、理跟上”，老百姓乐于接
受，法理融合有利于推动矛盾化
解。过去化解矛盾，各部门往往
单打独斗、各自为政、力量比较
分散、合力不足。通过搭建“三
所联动”平台，形成了“党政主
导、公安牵头、部门协同、源头

治理”的联动解纷格局，有效统
筹了资源，高效开展了运作，深
化了基层社会治理。此外，针
对矛盾纠纷警情总量大的痛
点，通过搭建“三所联动”平台，
抓早抓小，主动预防，防止矛盾
升级，最大限度增加了积极因
素，消除了负面因素。

2023年，虹口公安分局牵头
制定了“三所联动”工作要点和
工作规范，以区委、区政府名义
下发部署，明确每个居委配备1
名签约律师、每个居委建立 1
套统一的运作规范，推动全区
建成了9处派出所纠纷调解室、
8个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198
个居委法律服务工作点，签约
11 家律师事务所，共有 230 名
社区民警、310名人民调解员、
20名专职驻所调解员、140名律
师参与。目前，这项机制已经在
全市16个分局353家派出所全
面推广。

根据民警日常的工作经验，
许多矛盾纠纷在第一次处置之
后，表面上看似得到了平息，但
若放任不管，仍有再次激化的可
能。为此，凉城新村派出所针对
不同的纠纷等级，增设了相应的

回访要求。为了方便群众，虹口
公安分局还开发了“三所联动”
微信小程序。居民可以通过小
程序，实现普法学习、法律咨询
和预约调解功能。警方还在此
基础上增加了线索举报板块，这
对于隐性矛盾的发现，也是增加
了一条新的渠道。

目前，虹口公安分局在派
出所、居委会，以及商圈、工地、
学校等，都设立了调解室，形成
了“三驾马车”的调解架构，老
百姓有地方说理，矛盾来了就
不慌不闹，形成了“遇事找法”
的氛围。通过“三所联动”，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群众觉得更客观、更信服、更能
听得进。此外，相关政府职能
部门、专业调解委员会的力量
也被整合进来，一同介入，效率
大幅提高。

“三所联动”提供免费便捷
的法律保障，有小程序供网上咨
询预约，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找

“法”。2023年4月小程序开通
以来，接受网上咨询2731起，预
约调解3280起，调解成功率高
达98%，对于将矛盾化解在萌芽
发挥了重要作用。

善用“三所联动”源头治理化解矛盾纠纷

虹口搭建“三所联动”平台。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老伴不在了，儿子
要上班，白天家里就我一个人，
所以经常来这里吃。老字号很
符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我一般
会在这里先堂吃一顿，再打包一
顿，一天的吃饭问题就轻松解决
了。”胡阿婆一边吃着镇江肴肉
面一边说道。

“我家就住在附近，有了这
个长者食堂对我们老年人来说
真的是太好了，不仅解决了我们
买汰烧的难题，而且还多了一个
社交场所，和老邻居一起来，吃
吃饭聊聊天，很开心。”殷阿姨一
边吃着菜肉大馄饨一边补充道。

临近中午，当记者昨日来到
“我们的人民城市”专题集中采访
活动的第二个点位“老字号长者餐
厅”大富贵酒楼鲁班店的时候，已
经有不少老食客正在享用午餐。

“长者食惠套餐”上，8元1份的赤
豆莲心羹＋菜包套餐、12元1份
的富贵辣酱面+素鸡套餐、23元1
份的鱼香肉丝饭+鸡鸭血汤……
物美价廉，品种繁多。

上海大富贵酒楼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刘立元告诉记者，该

“老字号长者餐厅”是在去年5月
开业的，对老人的服务有三项：
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
会推出不同的“长者食惠套餐”，
早中晚共8~9套，折扣在六七折
到八五折之间；全场产品满30减
5元，每天最多可使用3次满减福
利；有助老服务卡的老人在生日
当天，可以免费获得一份长寿

面。“我们还对长者专区进行了
适老化改造，比如安装专属服务
铃铛，设计放置拐杖的地方等，
通过这些细节的打造，为他们提
供一个更加舒适的就餐环境。”

老年助餐服务是事关老年人
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也是黄浦

“五边形”养老服务体系中“桌边”
的重要内容。黄浦区民政局副局
长杨颖表示，近年来，区民政局聚
焦“老年人吃饭问题”这一高度关
切，紧紧围绕黄浦老人现实需求，
整合区属企业、各街道、社会组
织、市场资源等各方力量，积极构
建“中央厨房+社区长者食堂+老
字号长者餐厅”三位一体的为老
助餐服务体系。全区现有1家配
餐中心、11家社区长者食堂、53
家老字号长者餐厅、44个助餐点
等109处四种形态的助餐服务场
所，基本形成配餐中心保基本、社
区食堂为补充、市场资源齐参与
的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络，平均月
供客24万人左右。

围绕满足老年人原居安养的
愿望，上海把解决好老年人吃饭这
件“关键小事”，作为推动高品质养
老服务的一件大事持续推进。如
今，在上海的老年助餐版图上，社
区长者食堂遍地开花，助餐点星罗
棋布，老年助餐服务触手可及。

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副处长葛健表示，接下去，将按
照“15分钟养老服务圈”的要求，
进一步织密助餐网络，持续提升
服务质量，积极引入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到助餐服务中来，满足多
元化、高品质的需求。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浦东新区竹园小学
是上海市儿童友好学校首轮创
建校，在张扬校区操场上的一
块背景板上，有两个 logo，一个
写的是“上海儿童友好城市”，
另一个写的是“民主与参与，自
主与友好，上海市浦东新区竹
园小学”。“第二个logo的图案，
是我们学校的学生自己提出、
自己设计的，是具有我们学校
自己特色的争创儿童友好的原
创作品，理念是大手牵小手，大
家一起走。”浦东新区竹园小学
党总支书记、校长娄华英自豪

地介绍道。
“我非常热爱运动，最喜欢

我们学校的攀爬架，可以满足
我不断挑战自我的愿望。”“我
平时喜欢看书，最喜欢我们学
校的图书馆，大大的落地玻璃
窗非常赏心悦目。”……昨天下
午，当记者跟随“我们的人民城
市”专题集中采访活动来到学
校的时候，正值课间休息，当记
者抛出“你最喜欢学校的哪个
地方”这个问题时，孩子们争先
恐后地回答起来。记者了解
到，竹园小学结合办学理念，基
于儿童视角进行“竹”空间育人
探索，以“以小见大”为创建途

径，将有限的小空间进行无限
的融合重组，把空间劣势转化
为育人优势。通过打破空间开
辟学习新场域、扩容时间激趣
成长新赛道、重组群间打造师
生新关系。设计基于社会情感
提升的主题活动、打造具有竹
园烙印的小笋芽成长空间课
程、启动儿童主动参与的“声”
动校园建设。让校园里的墙壁
能说话、走廊里的窗台能写字、
教室里的黑板能造梦，让属于
儿童的小空间里听得见儿童的
笑声，看得见儿童的成长。

“以小见大”是竹园小学的
创建途径，而在不远处的福山

外国语小学斜对面的松邻里，
记者也看到了另一种“以小见
大”的温馨做法。那是一台挂
在 靠 窗 墙 壁 上 的“ 爱 心 电 话
机”，陆家嘴街道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这是专门为孩子们设
置的，放学后，如果有孩子需要
和家长联系，可以免费拨打。
在等待家长的时候，他们可以
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休息，也好
让家长放心。沿着松林路再往
前走几分钟，就是刚落成不久
的迷乐公园了，原来，之前有居
民反映，附近缺少一个可以让
孩子运动游玩的地方，于是通
过城市更新，这个口袋公园诞

生了，为他们放学后的时光增
添新彩，感受“一个迷宫，八道
关卡；一次闯关，八种乐趣”。

记者从浦东新区发改委规
划处了解到，2022年起，浦东推
出“童悦空间”为民办实事项目，
两年累计投入超2500万元，成功
打造全市首条彩虹斑马线、首座
儿童友好双碳主题公园、首个社
区级儿童全天候数字运动空间、
首个乡村适儿化改造慢行空间、
最长儿童主题墙绘等首创性案
例，相关经验做法被住建部列入
世界城市日案例展示，并写入上
海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行动方
案复制推广。

让老年人畅享幸福“食”光

餐厅开发长者食惠套餐。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摄

推出“童悦空间”为民办实事项目，两年累计投入超2500万元

浦东：绘就儿童友好城市“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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