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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照护中心真适意！ ”
———紫云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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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天山“犬扰民”投诉为“零”
———雅玉事务所“文明养犬”公益创投项目成效初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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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姚志康 整理

报道

7 月 30 日下午，街道
召开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紧
急会议，街道全体班子成
员、行政党组单位负责人、
机关科室和中心负责人、
各居民区书记等参加。会
议传达了区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工作要求，全面分析
了街道当前防控形势并部
署了工作预案。
街道党工委书记余双

明确提出四项工作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充分认识到疫情防控的长
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克服麻痹思想、厌
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切实履行
好属地责任、行业主体责任、监管责任。

二要细化部署，全面排查。根据上级
要求和街道实际，细化落实街道防疫
“八项措施”，持续开展中高风险人员排
查，从严从紧审批居家隔离人员条件，强
化居家隔离人员管理服务，切实看住人、
守好门。

三要突出重点，落实措施。严格做好
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常态化
疫情防控管理。高度重视薄弱环节，在集
中隔离点管控、监测哨点预警、重点人员
个人防护、健康宣教等各方面严格落实
各项措施。

四要全体动员，常态长效。全体动员
持续深入广泛开展健康宣教，坚持防疫
“三件套”“五还要”，不断提高居民防
控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守护好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嘉峰强调，要全

面对各小区、楼宇、商场、酒店、沿街商铺
等加强检查督导，加大宣传力度，筑牢社
区防线。
会议反复强调：措施再升级，严格管

控不松劲；宣传再加码，自我防护不停
歇。会后，街道配合卫生、疾控部门把好
关，及时排摸中高风险地区来沪或途径
中高风险地区人员。督促商圈、酒店强化
常态化防疫措施，做好测温、查码、登记、
定时消毒、消杀工作。全体干部非必要不
离沪。街道暂停外出审批，已外出的回沪
后需提交核酸检测报告无问题方可返
岗。对正在举办的爱心暑托班采用“线
上 + 线下”双打卡模式，强化行程管理
及健康监测。各居民区通过黑板报、液晶
屏、小喇叭等媒介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坚
持“防疫三件套”“防护五还要”的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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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姚志康

“家门口的照护中心真适意！”这是中紫
小区郁远芳阿姨对记者发出的感叹。郁阿姨
今年 78岁，看上去顶多 68岁。她告诉记者，
今年入夏以来，他和老伴不再为天热“买汰
烧”而发愁了，她 9点钟来照护中心，跟着教
练学习八段锦、十八法等拳操。一个小时后觉
得不过瘾，还可以上器材训练室锻炼。不想再
练了，就和新交的老年朋友嘎嘎讪胡，或者看
看书，11点一到，饭菜来了，带上预定好的两
盒饭菜回家和老伴吃中饭。
郁阿姨居住的中紫小区距离紫云路 372

号照护中心不足百米，比她还近的是紫云小
区，那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紫云居民区
老协分会会长茅建国对记者说：“开设在紫
云小区的照护中心也成了紫云居民区的活动
室，小区里老年人一抬脚就进来聚会，嘎好呃
环境，设施齐全，还有文化娱乐活动，还能解
决午餐，不要太灵嗷！”
记者踏勘这天是 7月 21 日。据中心行

政主管小金介绍，这家冠名“乐宁坊”的紫
云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是由上海万宏养老
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运营，7 月 13 日正
式开张，但 4 月份就开始试运营，邀请周边
老年居民前来体验。因为，照护中心开设在
居民住宅楼下，无法设置厨房，所以中餐是
集团旗下的养老院厨房加工制作，适合老年
人口味。
记者和金主管还没聊完，只见穿着一身

功夫衫的女士进门。细端详应该是个花甲老
者，但散发的那股“气场”，一看就知是个
“练功人”。记者主动攀谈，得知“练功人”姓
杨名燕华，是照护中心聘来的拳操教练。杨阿
姨告知，刚刚从虹桥公园的练功点带教结束，

正好接上 9:15 分的照护中心开课时间。杨
阿姨的家就住在紫云小区。杨阿姨是 2007
年由街道派送到市气功协会专门学习气功拳
操的团队负责人。14年的钻研练得一身好功
夫，也带出五十多人的拳操团队。
趁着开课时间还未到，记者又采访了其

他几位居民。居住茅台居民区翠庭小区的王
宝琴阿姨，虽说 78 岁，却是手机玩得倍熟，
她一周前从街道微信公众号上看到照护中心
开张信息，便跑过来“打打样”，一看，便喜欢
上了。她告诉记者，最让她开心的是交上了许
多新朋友。小老人高梅仙阿姨和照护中心一
路之隔，居住虹桥豪园，她说，到这里跟着教
练学拳操，锻炼后浑身轻松，回去烧中饭还不
耽误。

记者仔细阅读了“乐宁坊”的收费标准，
感觉很亲民。日托服务（含中餐），每天收费
30 元；理发、扦脚每月都有固定日，理发 10
元，扦脚 20 元；需要接送服务（1.5 公里内经
评估后预约）15 元；还有其他特需服务项
目。
据街道社区服务办负责同志介绍, 今年

天山路街道发布了“我为群众办实事”———
养老民心工程“七践事”项目，紫云老年人日
间照护中心便是“七践事”之一。下一步，街
道将以紫云照护中心的建成为契机，充分整
合社区资源，优化服务项目，为社区老年人实
现养老不离亲、不离家、不离群提供有力支
撑，让更多天山老年人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
安享有质量的幸福晚年。

□特约记者 姚志康 整理报道

犬吠噪音扰民、狗狗随地大小便、无安全
措施遛狗致使老人儿童受伤……这些不文明
养犬行为近年来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大“痛
点”。这一社区普遍现象引起雅玉党群事务
所的关注，2019 年作为“养犬管理培训与指
导自治”的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开展活
动，2020 年至 2021 年连续作为政府采购的
公益项目，持续开展培训指导服务。截至
2021 年 7月末，街道各渠道有关养犬扰民的
举报或投诉为“零”。
取得这一成效的背后是，雅玉事务所联

合街道自治办，会同各居委会、物业公司付出
的辛勤劳动。通过前期摸底，获悉全街道范围
养犬家庭共840户。按居民区属地成立了 18
个养犬自治小组，并建立养犬动态统计机制，

明确文明养犬的主体，使养犬者主动变成自
治小组志愿者。
在广泛发动的基础上，雅玉事务所制作

了一份“文明养犬”指南手册，雅玉事务所
协同各居民区志愿者，深入社区楼组、商圈
楼宇，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在居民区的各
种场合宣讲“文明养犬”的意义，争取最大
多数居民群众的响应支持。同步发动 40 余
家共建共治单位参与“文明养犬”的宣传教
育活动，还邀请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天山派出所等部
门开设“科学养宠”、“文明养宠”的专题辅
导讲座。主持各自治小组文明养犬的经验交
流。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讲座、培训和交流会
的受益者超过 1000 人次。养犬户对养犬的
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有了明显提高，自律意识
明显增强。

为方便养犬者遛狗，2020 年至 2021
年，雅玉事务所联合相关部门在天山路街道
辖区内设立 5个宠物拾便装置，并安装 5 个
蚯蚓堆肥塔生态循环器具，实现了狗狗粪便
生态环保处理。
2020 年 12 月 18 日，雅玉事务所召开

了首次“养犬管理培训与指导自治”创投项
目总结表彰会。会上，有 18位“文明养犬先
进个人”获表彰。同时，天山路街道《文明养
犬公约》正式发布，并成立了一支公益性养
犬志愿者督导队，持续推动文明养犬。
文明养犬攸关邻里和睦，攸关社区环境

卫生，攸关精神文明建设。雅玉事务所负责人
对记者说：“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持续接力
推进，就像垃圾分类一样，让居民从被动实施
分类到主动开展分类，最后成为人们的生活
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