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市增加公路治超检测系统
新增4处，将于1月23日零时起上线

本报讯 （记者 李蕾 通讯员 倪沈霆）记者
从市交通委执法总队获悉，新一批共 4处公路治
超电子检测系统将于 1月 23日零时起“上线”。

这是继去年 9月 18日本市首次启用第一批
7处公路治超电子自动检测系统对违法超限运输
车辆进行 24小时实时自动检测、抓拍后，市交通
执法部门第一次对治超电子自动检测系统进行
“扩容”。

截至目前，本市已启用和即将启用的公路治
超电子自动检测系统达 11处。 市交通执法部门
将依据该系统检测到的电子检测证据，对途经检
测点的违法超限运输的行为进行处罚。 据悉，具
体新增的公路治超电子自动检测点位主要分布
在以下四处：外环线 K4+050（主线外圈）、外环线
K95+925（主线内圈）、外环线同济路下匝道（内圈
匝道）、外环线泰和路上匝道（内圈匝道）。

违法超限运输行为处理点：上海市交通委员
会执法总队十二支队（高东处理点）

地址：浦东新区顾高路 3175号（G1501东环
高速公路高东收费站）

电话：58635121

支付宝添垃圾分类回收平台

手机点一点，家中废品就收走

本报讯 （记者 任翀）家里淘汰的旧家电、旧
家具该如何清理？日前，上海率先试点支付宝“垃
圾分类回收平台”，只要手机点一点，废弃家电就
被上门取走，还能换钱换物。记者昨天获悉，该功
能已经经过两个月的运行，全市有超过 2万个小
区的居民可使用这一服务。

上门回收废品的操作很简单：用户打开支付
宝“城市服务”，选择“垃圾分类回收”，按流程提
示填写上门地址、上门时间，就能坐等社区回收
员上门。等回收员上门称重、计算价格后，卖废品
所得会自动转进居民设置的提现账号。针对低价
值的回收品，可按重量兑换“能量”，比如 1 公斤
塑料瓶可兑换 1公斤“能量”，随后在支付宝的环
保商城里根据累计的“能量”兑换实物或优惠券。

支付宝表示，目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废品的
上门回收服务。 第一类是废旧大家电等物品。上
海全市 2万余个小区都已支持。 第二类是废纸、

玻璃、金属、织物等生活废品，目前在静安区彭浦
街道、江宁街道等 100 多个小区试点，预计未来
在全市推广。

“过去关注垃圾回收的多是老年人，自行寻
找回收员费时费力。 现在手机点一点就能回收，

既为环保做贡献还能得实惠， 吸引了不少年轻
人。”静安区彭浦镇市容绿化管理所所长郭蕾说。

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杨威表示， 希望这一回
收新模式能助力城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系统
的融合，既方便居民，也提升回收行业的服务水
平。他还透露，这一“绿色回收技术”将输出到更
多城市，并引入蚂蚁森林、公益积分激励等，让
百姓更方便地参与垃圾分类， 践行低碳环保的
生活理念。

静安区举办“不孤独的社区”吐槽大会，社区工作者讲出看不惯的那些事———

“不做，最多是无能；做了，可能找麻烦”？

“上门慰问居民，居民竟然说‘是不是要拍
照片，来来来，我们摆个姿势，你们回去好交
差’”“举办包汤圆的元宵节活动， 预算上写清
多少人参加、买几斤面粉、几斤馅儿、一共多少
钱，甚至还规定每个参与活动的人只能吃两个
汤圆”……这是一群来自静安区基层一线的社
区工作者在台上的公开吐槽，台下坐着的是上
海市与静安区民政局的负责人。

日前，静安区民政局与静安区居委会工作
研究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 “不孤独的社区”吐
槽大会，请来社区工作者，让他们讲讲工作中
的烦恼、不顺心和看不惯的那些事。

先上台的是临汾路街道场中路 1011弄居
委会社工张雅璐。小张看上去柔柔弱弱，可她
却告诉大家别被自己外表欺骗，她强身健体还
“皮厚”，这些可是社工的标配。

她说，由于所在社区是多层楼小区，有些
弱势人群上下楼很吃力，所以不管是家里水电
煤坏了， 还是没米下锅， 他们都找居委会。如
今，居委会姑娘们练就了一身好本事，拎油扛
米一口气上六楼。 小张还说自己已从妈妈的
“小心肝”变成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我们社工常‘扫楼’———上门进行陌生拜
访。如今，在子女、电视、警宣片的反复提醒下，

老年居民警惕性非常高， 他们觉得陌生人就是
骗子。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是‘不对眼，不接触，不
沟通’。我去扫楼，有时候居民明明在家却不开
门。有一次，我敲了半天，里面没有动静，我准备
走了，门开了一条小缝，一个阿婆的声音说‘家
里没人’。我当时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又不是坏
人，老年居民怎么和我们距离感这么强？”

刚工作 8个月的 90后朱佳莹，是江宁路街
道党建服务中心的社工， 她吐槽对 “搞活动摆
拍”的困惑。她说，有次到居民党员家中慰问，我
问这位爷叔“生活怎么样、身体情况好吗？”。我
话还没说完，爷叔就开口了：“是不是要拍照片？

来来来，我们摆个姿势，你们回去好交差。我懂
的呀，这是你们的任务。”当场，我觉得好尴尬。

不过， 在工作了 10年的天目西路街道铁
新居委会社工秦殷其看来，两位年轻社工的困
惑，都不是事儿！

作为过来人， 他这样介绍自己的经验：老
人不肯开门、居民不理解，说到底还是有“陌生
感”。有经验的老主任曾告诉他，做好社区工作
要用好 “人情储蓄罐”。“人在不熟悉对方的情
况下，有戒心是正常的，我们要多调研、多走
访。当和居民聊过天、认识了，他们的态度自然
会转化，如果能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在今后
的工作中，大部分人都会配合，因为大部分人
是记情的。只要帮他们实现一点点愿望，‘人情
储蓄罐’就会越装越满，做居民工作也会越来

越得心应手。”

对于摆拍，他认为可以“正面理解”：居民
肯和我们社区工作者摆拍，是对我们工作的肯
定。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群众基础很
差，谁和我们拍照？另外，搞活动要拍照、写简
讯，但留下痕迹的同时也要把居民的情况记在
心头，以后可以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最后上台的大宁路街道宝华居委会社区
工作者王绣，则吐槽一个敏感问题———居委会
经费的使用规定。

她说， 大家都说现在居委会经费很充裕，

每年都有 20万左右。按理说，小区活动应更契
合居民需求，参加各类社区活动或议事的居民
范围更广才对，但我看，很多居委会活动依然
是老面孔参加，吸引不了新人，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搞一些有质量、新颖的活动，不是
想象中那么容易的。

她举了个例子：每到元宵节，为了打造熟
人社区，增进邻里关系，提升居民归属感，居委
会总会搞个自己包汤圆的元宵节活动。每年搞
这个活动，社区干部就会头疼。因为按规定，预
算上要写清多少人参加、买几斤糯米粉、几斤
馅儿、 一共多少钱。 王绣说遇到这样的活动，

“最稳妥”的做法是先联系好来参加的居民。人

数固定了，用钱自然不会超；但如果限定到场人
数， 又与搞活动的初衷相违背。“我们搞活动，不
就是想让更多居民来感受和体验不一样的社区
氛围吗？”

王绣的话引起不少社工的共鸣。这样刻板的
规定， 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工作者的积极性。

“居委会服务居民可以支配的钱多了， 但一些居
委会用钱却不积极， 社工中间流传这样一句话
‘不做，我最多就是无能；可是做了，我可能会犯
错、自找麻烦！’”

“建设有温度的社区，需要倾听多主体社区
需求声音。”台下，来自上海市与静安区民政部门
的负责人听得认真。“社区就是个大舞台，居委会
就是这个舞台重要的设计者， 从自身出发努力，

将舞台效果设计得更美观、 实用， 让居民更喜
欢。”几位负责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上海市民政局基政处处长章淑萍当场回应，

在社区发展的进程中会有一些问题，可能有些是
推进的不足、有些是制度设计的不足，我们会积
极应对、寻找良策、形成规范，相信我们发展的路
会越走越顺。

当天，静安区还推出《不孤独社区———静安
区社区治理地图图册》。 全书除介绍具有老上海
特色的石库门路线，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标准化建
设路线，具有特色文化韵味的治理路线等 3条区
级路线之外，还以静安区 14个街镇为单位，推出
包括党建、自治、为老、慈善、便民、环保等不同区
域特色、不同主题的治理点位，为读者呈现更多
元的静安、更多元的社区创新治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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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烨

老社工助新社工解开心结

“搞活动要摆拍照片？”

上海产研院研制出国内首台同轴送丝激光金属3D打印机

普通金属丝可打印航天船舶零部件
本报讯 （记者 俞陶然）用一根普通的金

属丝作“墨水”，就能打印出航空、航天、电力、

核电、船舶、军工等领域所需的零部件结构。

近日， 上海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制出国内首台
具有实用价值的 “同轴送丝激光金属 3D打
印机”，将为各种关键零部件的制造与再制造
提供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

再制造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绿色产业，能
让旧的零部件焕然一新，节省大量原材料和
能源，减少排放。目前，美国的再制造产值已
达 500亿美元/年， 而我国仅为 5亿美元/年
左右。如何在产业技术上实现“弯道超车”？

激光熔覆 3D打印是一种很有潜力的新兴技
术，具有节材、节能、成形不受零件复杂程度
限制等优势，近年来受到工业界广泛关注。

上海产研院围绕激光熔覆 3D打印技术展
开攻关。经过近两年自主研发，一台同轴送丝
激光金属 3D打印机问世。 它已成功打印出一
个直径 60 毫米、 高 250 毫米的圆环样件，由
600多层堆积而成， 表面粗糙度仅 15微米。经
测试评估， 这台同轴送丝激光金属 3D打印机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上海产研院博士后王涵
说， 使用金属丝代替金属粉末具有很多优点。

金属丝更便宜，利用率更高，也更容易保存，不
会对周围区域产生污染。

根据计划， 上海产研院 3D打印研发平台
将在今年年内，具备关键零部件的修复再制造
能力；未来两年内，实现同轴送丝激光 3D打印
技术在修复再制造领域的产业化应用，为国内
工业制造和再制造产业发展提供利器。 科研人员展示用同轴送丝激光金属 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零部件。 本报见习记者 赖鑫琳 摄

居委会经费需更好用之于民

“每人只能吃两个汤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