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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明社区、文明镇创评考核评选年。为体现考核评选

工作的公开透明，现将本届申报创评（候选单位）名单进行公示

（排名不分先后），接受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的监督。如有异议，

可写信或发送电子邮件至浦东新区文明办。

通信地址：浦东新区世纪大道2001号2号楼304室，邮编：200135；
电子邮件地址：pdwmcz@126.com；截止日期：2018年4月6日。

文明社区标准要求：理想信念教育扎实有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推进有力、道德风尚文明和谐、生活环境舒适、公共服

务优质、人际关系和睦、社会秩序良好、管理机制健全。

文明镇标准要求：理想信念教育扎实有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推进有力、培育文明道德风尚、经济健康发展、公共管理

规范、社会服务完善、创建基础扎实。

浦东新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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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家渡街道

2、川沙城南社区

3、川沙城厢社区

4、川沙华夏社区

5、川沙六灶社区

6、川沙黄楼社区

7、祝桥祝桥社区

8、祝桥施湾社区

9、祝桥盐仓社区

10、祝桥东海社区

11、南汇新城申港社区

12、南汇新城芦潮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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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祝桥镇

2、川沙新镇

3、惠南镇

4、万祥镇

5、大团镇

6、康桥镇

7、宣桥镇

8、三林镇

■本报记者 章磊

不久前，一面“热情周到 一心为民”的

锦旗与一封感谢信送到了高行镇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家住新高苑的俞鸿兴借锦

旗和感谢信，向提供“全市通办”服务的中

心工作人员表达了谢意。

“全市通办”指的是政府部门通过优化

业务办理流程，打破居民群众办事过程中存

在的户籍地或居住地限制，通过建立全市统

一的信息交互平台，让居民群众在全市任何

一个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均能申请办理

事项，从而减少奔波，实现“就近办事”。

今年3月1日起，全市各街镇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161项民生事务实行全市通

办。高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主任张

雯斓说，受理中心的任务，就是让群众“少

跑路”，在家门口就把事给办了。

3月 20日，俞鸿兴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的时候，高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都有些意外。“老俞经常来，大家

都熟，但没想到他会送锦旗。”受理中心工

作人员陆美凤说。

2016年 3月的某一天，俞鸿兴来到受

理中心，咨询医疗补助的相关政策。当时

接待他的正是党员先锋岗的陆美凤。“老俞

是征地养老人员，户口不在高行，因为住的

地方离我们比较近，所以就来这里咨询

了。”她说。

当时还没有“全市通办”。陆美凤了解

了老俞的情况后，不仅把办事流程告诉老

俞，还专门帮他打电话到户籍所在地的受

理中心，协助老俞顺利领到了医疗补助。

自那之后，老俞便经常过来咨询相关

事务，包括陆美凤在内的受理中心工作人

员对他都十分热情。“全市通办”实施后，陆

美凤专门通知了老俞：“现在你可以直接来

我们这里办了，不用再跑远路了。”

今年，俞鸿兴的补贴申请就直接在高

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妥了。高兴

之余，他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他说：“‘全

市通办’不仅让我可以选择离家近的受理

中心，而且可以选择服务更好的受理中

心。走进高行这个受理中心，就让我感受

到了亲人般的温暖。”

“全市通办”，让不少老百姓拍手叫好。

家住高行镇兰谷路2777弄的于女士，

户口在徐家汇。最近，借助“全市通办”，她

在高行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顺利办理

了大龄就业补贴。“我是从电视新闻里看到

‘全市通办’这桩事情的。要是放在以前，

得回到我的户籍地徐家汇办理，路途来回

就要3个多小时，现在真的太方便了！”

张雯斓介绍，实施“全市通办”后，受理

中心的业务量差不多要增加 10%，工作人

员的接待压力大了不少。“不过，让居民少

跑路，更方便地把事情办结，这正是我们的

服务宗旨。”她还说，受理中心还通过前来

办事的居民，向更多群众宣传“全市通办”，

让他们能够在家门口就把想办的事办了。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昨天是2018
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服务日”。当天，

惠南镇以“创美新生活，扮靓新家园”为

主题，开展了多项文化活动，为社区居民

送上一道家门口的文化大餐。

当天上午9点半，第五套广场版莲湘

舞蹈推广启动仪式在听潮广场举行。“打

莲湘”又称“霸王鞭”或“打连厢”。惠南

镇的“打莲湘”文化源远流长，并逐渐成

为惠南镇民间舞蹈的保留节目。2008
年，惠南镇“打莲湘”被列入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一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被传承，惠南镇将

传统民俗舞蹈进行改编，以广场版莲湘

舞蹈向社区居民进行推广。

此外，当天下午，多支惠南镇优秀文

化团队在听潮广场亮相，向居民展示群

众文化成果。

■本报记者 谢群慧

一块雕刻了反向图案的模板刷上颜料

后，连同纸张一起被放入小型手动印刷机，

摇动手柄，一张精美的木刻版画就制作出

来了。3月 23日，随着活版印刷互动体验

活动、手工造纸体验课程的举办，新场古镇

311艺术家工坊热热闹闹地开张了。

艺术家工坊入驻古镇

位于新场大街 311弄的 311艺术家工

坊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弄堂，是上海新场

古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收储的一处近 500
平方米的旧式院落。经过保护性修缮，并

经过多轮筛选与评审，选定了“纸普公坊”

及“入版社”两家特色工坊入驻。

“纸普公坊”是一间纸艺工坊，由纸纤

维艺术家黑余发起并主持运作。其借用国

际惯用的支持艺术创作与交流的艺术家驻

留计划为主要形式，推广中国纸文化，试图

将纸从原来的一种生产状态中抽离出来而

成为一种艺术形态。

“入版社”是一间版画工坊，由版画艺

术家成亮、张文秀夫妇于 2010 年发起成

立。该工坊以专业的版画艺术修养，为艺

术家、设计师及艺术机构提供版画艺术解

决方案。这对艺术家表示，入驻 311后将

利用这里的空间加设体验课程，提高大众

对当代版画文化的认知度。

有意思的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311

弄仅存的一户原住民在工坊入驻后，经古

镇公司牵线搭桥，促成其担任了两个工坊

的驻地管家，使原住民与艺术家们一起共

享古镇文化空间。

打造古镇特色工坊业态

新场古镇在去年8月获评国家级特色

小镇后，一直在探索未来如何提升古镇文

化内涵、进军文化创意领域的路径。而“纸

普公坊”及“入版社”两个艺术家工坊，则意

图成为古镇未来文创空间的样板间。

特色工坊不只是对前店后工场的传统

商业形式的翻版，而是集展示、培训、体验、

交流、交友和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公共空

间。在当日举办的古镇特色工坊文创业态

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和相关领导围绕新

场古镇保护开发、特色小镇建设及特色工

坊业态发展献计献策，认为创意工坊项目

的落地，发展特色工坊业态，为新场古镇的

特色营造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色工坊业态不仅是增加景点内容，

提升文化内涵的重要选项，更是新场古镇

向文旅产业迈进的一大尝试。

据悉，今后古镇公司将利用更多的老

建筑打造更多特色空间，吸引更多的工作

室和工坊入住。此外，浦东非遗馆已明确

将落户新场。作为大型文化地标，它将承

接大量展示、交流、演出活动，并带动古镇

区域内的工坊群落的发展，形成文创产业

的规模集群。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 通讯员 张

晓黎）昨天，书院镇开展“文化服务日”系

列培训及展示活动，旗袍走秀、摄影比

赛、国学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书院

居民体验到精彩纷呈的文化服务。

当天上午，一支海派旗袍时装队走

进书院镇的乡间田头，为“美丽庭院”增

添了别样风采。队员们漫步在田野间，

一展海派旗袍的魅力。由村居的宣传干

事、书院镇中小学生等组成的摄影爱好

者们，则跟随时装队来到老芦公路、农家

墙画等书院镇“网红”景点进行摄影采

风。随后，专业摄影老师对这些采风作

品进行点评和讲解。

除了开展“美丽庭院缤纷社区”随手

拍摄影活动，当天上午，书院镇文化服务

中心还举办“走进甲骨文”国学教育系列

讲座，邀请来自上师大非遗特聘研究员

与一些书法爱好者共同探讨文字起源、

传统国学教育等。下午 1点，以“魅力书

院精彩绽放”为主题的文化服务日专场

文艺演出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观看。乐

府歌舞、杂技、魔术、时装秀等节目赢得

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此外，文化中心各

场馆、功能室也全天开放。“午间文化一

小时”各类活动、“健康社区乐学课”团队

培训等吸引了全镇居民的广泛参与。

书院镇文化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自文化服务日起，书院镇群文系列活

动全面开展，将为书院百姓提供多形式、

全方位的文化服务，同时结合“美丽乡

村”建设，重点聚焦“居民美好生活”“书

院特色文化”“团队艺术风采”“人文艺术

培训”等方面内容，按春、夏、秋、冬四个

活动季逐步推进，营造随时能参与、随地

能获取、月月有演出的浓郁文化氛围。

办事居民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全市通办”让群众办事“少跑路”

本报讯（记者 章磊）3月 24日，独具

特色的 2018“市民修身杯”上海社区阅读

马拉松巡回赛走进曹路金海华城（大居北）

社区中心。当天，曹路“书香小镇”建设也

宣告启动。

参赛选手以团体形式，在指定时间内

完成一本书的阅读，并同时进行阅读质量

测试，再把阅读用时与测试结果进行加权

计算，得到阅读总时间，总时间最短者获

胜，这就是阅读马拉松的比赛模式。

对于不少选手而言，参赛主要不是为

了争夺名次，而是感受这种特殊阅读带来

的乐趣。当天的参赛选手来自上海各个地

区，有民间文学社的成员，有一家老小，也

有组团的大学生。

本次阅读马拉松巡回赛是上海市文明

办主办的市民修身生活动的一部分。上海

市文明办的匡煜说，阅读马拉松的举办，不

仅提升了参赛者的阅读能力和兴趣，还带

动了他们身边更多的人参与阅读。“活动从

2016 年开始至今，已成功举办多次，营造

了良好的阅读氛围。”她说。

曹路镇则希望通过主办这样的阅读活

动，让读书变得更加时尚、有趣，也为曹路

的“书香小镇”建设助力。当天，曹路正式

启动了“书香小镇”的打造。

在此之前，曹路已结合“家门口”服务

体系建设和大学生创业项目、“渔书”二手

书共享项目，在18个居民区建立了社区共

享图书室，还举办了多次“公益送书香”、社

区读书分享会等活动。

据曹路镇党委委员汤乃慧介绍，曹路

镇计划在今年实现社区共享图书室覆盖所

有居民区的目标，在社区营造“身边就有

书”的条件，同时每周举办与阅读有关的活

动。

惠南启动“文化服务日”活动

书院文化服务添彩“美丽庭院”

特色工坊业态营造古镇新特色

新场古镇311艺术家工坊开张

社区阅读马拉松“跑”进曹路

观众们正在参与手工造纸体验课程。 □本报记者 谢群慧 摄

浦东红枫越剧艺术团正在表演古典舞《粉墨》。 □见习记者 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