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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美在静安，你我
同行——喜庆党的十九大暨2017年
静安区公共文化成果展”活动在静
安区丰盛里启动，公共文化成果图
片和区14个街镇的公共文化优秀项
目进行了一一展示，吸引了不少市
民参与。与此同时，“爱上静安的
100个理由”同期公布。

2017年11月，静安区在全市征
集“爱上静安的100个理由”，短短一
个月，800多名深爱静安的热心市民通
过短信留言，以鲜活生动、质朴真情的
文字写下了与静安的不解之缘。

“当我穿梭于梅泰恒的繁华中，
当我徜徉在大宁绿地的清新里，当我
走进石库门弄堂里的名人故居，当我
邂逅华灯初上的现代戏剧谷，当我聆
听着大悦城时尚脉动的呼吸声，我的
心被深深地触动着：在上海，做一个
静安人，有一种幸福满满的获得感。”
这是白领刘佳宏的理由。

北京西路上的艾米1895电影街
静安店，过去周一到周五白天都是
一派冷清。但今年以来，这些时段
电影院门前经常出现排队人群。原

来，静安今年将公益电影放映作为
重要的文化惠民工程，要求公益电
影配送要体现国际化、高品质，做到
与商业影院同步放映同档热门影
片，实现不打折扣的低价票、看大
片。公益电影配送不再是政府包
场、免费开放，而改为电影放映点承
包放映。艾米1895电影街静安店便
是公益电影放映点之一。据介绍，
今年以来该电影院一家就有排片
800多场，服务5万多人次，两个70
座的影厅一直饱和运营，极大拉动
了电影院非黄金时段的观影人次。
电影配送形式的改变，最大得益者
还是老百姓。“原来的免费电影都是
过气片，老百姓观影热情不高，但现
在，区政府电影配送以按实补贴作
为依据与我们这些承担配送的影院
进行结算，倒逼我们加强宣传、做好
服务，只有居民知晓率与参与率高
了，上座率才会高，影院的经济效益
才能体现。”艾米1895电影街负责人
说。不少居民通过这项活动，已经
成为公益影院的忠实粉丝。据悉，
今年静安区计划完成14万张公益电
影票的配送，明年配送数量将增加
到15万张。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您身边的24小时居委
会、对垃圾厢房进行“社区微空间”改
造、孵化小区里的“工作室”走出社区
自治新道路……昨天，静安区公布了
该区十大社区治理创新项目。记者
发现，这些项目无一不和社区里的热
点、难点、痛点等问题高度契合。其
中，天目西路街道“掌心汇”——您身
边的24H居委会项目博人眼球，有了
这个平台，连新居委会启用哪个名字
都是在公众号上投票产生的，居民有
了问题，居委会更是24小时在线。

“马路消息”乱飞
“掌心汇”社区版公布权威信息

在互联网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为
社区居民服务？这是几乎所有社区
都在思考并实践的问题。天目西路
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作
为实事工程，街道为每个居委会搭建
了各自的微信公众号——“掌心汇”
社区版。所有微信公众号作了新建
或升级，除了原有的信息发布功能
外，统一开通了居民办事、居委信箱、
活动报名、活动预约等功能；统一开

通了直接进入街道“掌心汇”公众号
的“绿色通道”。同时，根据每个居民
区需求，开通了“紧急情况”、“物业保
修”、“英文版”等模块。

“有了这个权威的”掌心汇“社区
版，解决了服务居民的许多问题。”街
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所有
的社区动态都在“掌上”。一些居民
区的“微信群”缺乏引导，“马路消息”
乱飞，有了居委会权威的公众号，居
委会有了正面的宣传阵地，有利于传
递社区正能量。社区活动的公告、通
知在公众号上发布效果更佳，各居民
区的社区运动会、亲子活动等通告都
在公众号上发出，报名也在网上同步
完成，既方便居民，也方便居委会干
部工作。

打开“掌心汇”社区版，所有的社
区事务都在“掌上”。“居民办事”板块
可直接进入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办事指南”板块中对涉及公安、民
政、助残共计12个大类171个小项
的事务的主管部门、法律依据、申办
条件、申请材料、办理程序、收费标准
一一明示，更可在“在线预约”中，直
接向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预约办事。

为更好地扩大居民参与小区事

务，今年上半年，因辖区范围调整，河
滨花园和苏河融景两个小区，合并为
一个居委会管辖。在此过程中，新居
委会启用哪个名字，就是在公众号平
台上投票产生的。

打造“共享居委会”
居委会标准化建设“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有了“掌心汇”社
区版，居委会可实现 24 小时在线。
目前来看，不管是错时上班、晚间和
节假日值班，居委会都有关门的时
候。为弥补服务时间上的盲区，12
个居委会微信公众号上都开设了

“24小时信箱”受理群众线上咨询和
诉求。街道统一制作了“温馨提示
牌”，上面有当天值班的居委会干部
手机，提示居民可以在“24 小时信
箱”中留言；在居委会门口的“居委
会信箱”上，也贴着公众号二维码，
居民扫码即可进入公众号，投出一
封“电子信”。一旦有信件，系统即
发通知给每个居委会的信息员，提
示有群众来信。信件诉求，随即纳入

“首问接待制度”，既可线上直接反
馈，也可线下电话、面对面反馈，但必
须48小时给予回应。如此一来，居

民有诉求，不需要“跑到”居委会，足
不出户即可反映诉求，大大方便居民
联络居委会。

如今，该街道12个居委会有了
微信公众号、有了24小时信箱，“居
委会-居民”的通道打通了，如何打
通居委会-居委会的渠道、打通居委
会-街道的渠道，成为街道自治办继
续思考的问题。为此，天目西路街道
在街道层面设立了“掌心汇”街道版，
分为“自治花、议事厅、邻家汇”三个
板块，把12个居委会公众号平台统
筹起来。

据了解，掌心汇的“自治花”板块，
每周固定一篇原创内容，反映街道、居
委会层面好的自治案例。任何一个居
委会，都可以动态看到其他居委会的
工作动态，任何一个关注了本居委会
公众号的居民，也能看看“邻居”居委
会的社区动态。“议事厅”板块的“24小
时信箱汇”实时统计各社区版的24小
时信箱办理情况，接受社会的监督，也
体现着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态度。

天目西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去，还将探索把“物业考核评
价”、“居委干部绩效”纳入其中，让居
民来参与评价。

静安评选社区治理十大创新项目

掌心汇打造24小时待命的居委会

一派冷清的公益影院变得门庭若市

静安文化现象让市民爱上静安

静安区展示14个街镇的公共文化优秀项目。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第四届思勉原创奖评审
会前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
海内外的21位文史哲领域著名专家
学者齐聚丽娃河畔，在仔细审读入围
作品的基础上，通过公开讨论的方
式，对经海选提名、专家推荐、学者
票选等环节入围参评的 14 项成果
进行了认真评审，最终陈平原的《中
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李伯重的
《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倪梁康的《自识与反思》、邓小南的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刘
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
等5部作品脱颖而出，荣获第四届思
勉原创奖。

思勉原创奖是为纪念我国现代
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吕思勉先生，鼓励当代文史
哲学者潜心研究、勇于创新，产出国

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的原创性学术
精品力作，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文社会
科学事业繁荣发展而设立的文史哲类
学术成果奖项，由华东师范大学所创
设。自2011年开始，两年评选一次，
已举办三届评选活动，取得了预期的
成效，受到了学界的认同与欢迎。

为了保证入选作品的普遍性和
代表性，能够涵盖中国人文学术界的
各种学术成果，同时保证入选成果的
精品性，第四届思勉原创奖的评奖工
作依然坚持学术共同体“海选”和“海
检”的环节。

经思勉原创奖管委会审核通过，
本届评奖工作还首次引入了网络评
选，实行全程实名制，确保公平、公
正、公开，杜绝“刷票”现象。

本届思勉原创奖奖励力度也较
以往有所加大，思勉原创奖每项获奖
成果的奖金由前三届的10万元提升
到20万元。

五部作品获思勉原创奖

■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2017 年上海市“新沪
杯”中学生法律知识竞赛决赛近日落
幕，经过激烈角逐，上海市民办新复
兴初级中学、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代
表队分别荣获初中组和高中组冠军；
虹口区、长宁区、浦东新区、黄浦区、
徐汇区、松江区以及上海中职德研会
等荣获优秀组织奖。

本次法律知识竞赛面向本市所
有在校中学生（含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竞赛分中职组、初中组、高中组
三个组别。今年7月以来，本市共有
900多所学校组队参与了活动。经过
各区初赛，有 110 支代表队参加了
11 月中旬举行的全市“新沪杯”复
赛，最后初中组、高中组各有6个学
校代表队跻身决赛。在此之前，中职
组已率先举行了决赛，上海商业会计

学校代表队荣获冠军。
根据法宣活动“线上线下共同发

展”的要求，今年“新沪杯”面向本市全
体学生，继续设立网络模式的法律知
识竞赛。在今年7月至8月的暑假期
间，本市中学生踊跃参加“新沪杯”网
络答题活动。虽然本次试题的难度加
大，但仍有近百名学生达到优秀。

“新沪杯”法律知识竞赛最早由
虹口区发起。因“新沪”有“新上海”之
意，后扩展为全市性的知识竞赛，今年
已是该项活动举办的第9个年头。近
年来，“新沪杯”中学生法律知识竞赛
已成为上海加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
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品牌并
深受广大师生欢迎。据了解，本市教
育系统一贯高度重视青少年学生的法
治教育，除《道德与法治》等常规课堂
教学外，还经常举办形式多样的课外
活动，让法治精神入心入脑。

“新沪杯”中学生法律知识竞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