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 钟晖

经过 30 年的持续接力，今年
7 月底前，上海将全面完成成片二
级旧里改造工作，届时，这一困扰
上海多年的民生难题将历史性解
决。 这是市住建委主任姚凯在今
天的《2022 上海民生访谈》中介
绍的信息。

针对本轮疫情期间部分煤卫
合用、 居住环境脏乱差的老旧小区
和“城中村”疫情高发的实际情况，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全面打响
“两旧一村” 改造攻坚战。 姚凯表
示，将把零星旧改、旧住房成套改造
和“城中村”改造作为“防疫情、稳
经济、保安全”的重要发力点，坚持
能改即改、能快则快、愿改尽改，持
续改善市民群众的居住品质和生活
环境，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安
居”“住有宜居”不断跃升。

据介绍，旧住房成套改造主要
包括不成套职工住宅 （特别是存
在安全隐患的小梁薄板房屋）、里
弄房屋以及公寓的改造。 “十三
五”期间共实施成套改造约 75 万
平方米、2.2万户。

“城中村”改造锚定目标

本市“城中村”地块区域位置
主要分布在外环周边、 老城镇地
区，处在城市化包围之中。2014年
以来，本市启动实施“城中村”改
造，取得积极成效。 目前正在推进
的 “城中村” 改造项目总计 54
个， 受益村民或单位 30474 户。
2014 至 2020 年认定的 49 个项
目，动迁已完成 97%，动迁安置房
开工率达到 84.5%。 至今年底，预
计有青浦蟠龙、闵行莘东村、宝山
杨行等城中村项目全面完成改造。

按照市政府明确的 “年内新
启动 8 个以上城中村改造项目”
要求， 今年初步确定 6 个区的 8
个项目， 涉及村民约 4937 户，目
前正在加快项目认定。 同时，鼓励
各相关区在这 8 个项目以外加大
推进力度，“成熟一个、 申报一
个”，并尽快启动改造。

通过公开择优，选择资金实力
雄厚、信用等级好、改造经验丰富
的优质企业，作为城中村改造项目
的合作单位。 针对有些已批项目
的合作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经济
实力不足问题， 允许变更合作单
位、调整集体经济组织投资比例。

“一江一河”两岸公共空间
打造市民打卡新地标

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具有独

一无二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积淀，是
上海最具品牌号召力的活动空间，
将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大格
局推进“一江一河”公共空间全面
贯通开放和品质提升。

目前，市、区两级部门正在紧
锣密鼓筹划苏州河文旅功能整体
提升，市民期盼已久的苏州河水上
游览航线预计在今年年底开通，广
大市民朋友可通过水陆联动的方
式，打卡两岸各类文旅资源。

今年， 长宁区和华东政法大
学将完成万航渡路及中山公园周
边环境提升改造、 校园历史建筑
修缮等工作， 实现百年校园与百
年公园的共融； 普陀区在今年将
推进 9 处滨水驿站新建项目，进
一步完善滨水空间配套设施体
系； 浦东滨江南延伸段 2 公里滨
水空间计划在今年实现贯通开
放； 杨浦大桥公共空间和综合环
境一期工程即将建成开放； 黄浦
江沿岸加快推进世博文化公园、
三林楔形绿地、 黄浦新码头街和
外萃丰弄绿地； 闵行紫竹兰香湖
绿地等项目建设； 苏州河静安段
占地约 4.2 公顷的苏河湾绿地今
年也将建成开放。

另外，还将加快外滩历史风貌
区城市更新和功能提升、“长江口
二号” 古船打捞以及古船博物馆
项目、浦东滨江民生码头区域整体
更新、杨浦滨江杨树浦发电厂转型
地块开发建设。

苏州河沿线聚焦华东政法大
学长宁校区功能提升改造，加快完
成优秀历史建筑群落修缮和更新
利用。 杨浦滨江的世界技能博物
馆、徐汇滨江星美术馆、等展览场
馆在明年将陆续建成开放。

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
不低于 200公里

自 2018 年开始推进架空线
入地和杆箱整治工作以来， 上海
在 4 年里共完成了 576 公里整治
任务。 今年是架空线入地和杆箱
整治工程纳入民心工程实施推进
的第二年，也是推进的关键年。 虽
受到疫情影响， 但年初定下的完
成不低于 200 公里的任务目标不
变。

今年的整治更加重视街道全
要素提升，更加强调无架空线全要
素整治示范区的建设，比如今年的
计划中就包含了黄浦区 “环人民
广场 -新天地” 示范区、 徐汇区
“上海南站”示范区、静安区“不
夜城”示范区、虹口区“北外滩”
示范区、普陀区“万里街道”示范
区、杨浦区“新江湾国际生态”示
范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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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 月 6 日，周到帮办接到了陈
女士的求助信息，第一时间将她的
情况反馈给相关部门。在重新采集
了陈女士的身份信息后，相关部门
立即人工纠错，为陈女士修改了核
酸码以及疫苗接种登记上的名字。
目前，陈女士的相关信息均已恢复

正常。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所

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信息录
入端口在输入陈女士的身份信息
时，将名字看错了。 陈女士要求修
改名字的途径也是正确的。

记者追问： 既然随申码提示

“14 天内未有核酸检测结果”，为
什么随申码还是绿色的呢？

随申码平台表示，核酸检测结
果仅仅是众多赋码要素中的一项，
而且陈女士的身份证号码是正确
的，仅仅名字不匹配，所以，随申码
下面才会出现红字警示。

市民核酸检测一次没少
扫码却显示无检测结果

原来是因为核酸码名字被写错，在“周到帮办”沟通协调下修改解决

晨报首席记者 叶松丽

直到 6 月上旬，陈女士才发现自己的随申码下竟然提示 14 天内没有核酸检测结果！ 那天她去家旁边
的超市购物，扫场所码时，保安发现了她的绿码下面比别人多了一行红字。这事让她深感意外，因为整个疫
情期间以及后来小区常态化核酸检测，她一次都没有漏做，核酸检测结果照样出现在她的随申办 APP 里，
打开一看，也全都是阴性。 这究竟怎么回事？ 原来，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陈女士的随申码和核酸码的名
字不一致！核酸码将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写错了。陈女士：“我也知道，电脑扫描时，‘红’字很容易被错判成
‘江’字。 但相关部门的无心之举，却给我带来很多烦恼，特别是我提出修改时，竟然没有一个部门主动作
为。 ”

前天上午，在周到帮办记者的沟通协调下，相关部门重新采集陈女士的身份信息后，对她的核酸码名
字进行了人工修改。 目前，陈女士的相关信息均已恢复正常。

� � � � 当超市工作人员向陈女士指
出，她的随申码下面有提示“14 天
内未有核酸检测结果”时，陈女士
愣了一下， 细看了看自己的随申
码，果然“与众不同”，绿码下面有
一行红字。别人的随申码下面核酸
检测结果提示中，时间和结果都为
绿字，其余为黑字。 比如“24 小时
内核酸检测结果【阴性】”。 陈女
士的则全部是红字。

陈女士说， 疫情闭环管理期
间，她跟小区里其他人一样，每次
小区里通知做核酸她都会去的，一
次不落。 先前是在健康云看结果，
后来用核酸码， 在随申办 APP 里
查看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一切很
正常的样子，她就没有太留心。

6 月 1 日之后，她也去过一些
场所，场所码一扫，安保人员望见
大大的绿码，她也能畅通无阻。 不

过有一次进超市，工作人员看见了
绿码下面有红字警示，她才发现自
己的名字被弄错了。

是不是其他码的名字也都错
了呢？ 陈女士回到家里，仔细检查
比对，发现随申码的名字和身份证
号码都是正确的，核酸码的名字错
了，新冠疫苗接种记录的名字也错
了，跟核酸码一样，把“红”字错成
了“江”字。

� � � �发现疫苗信息错误后，陈女士
顿时紧张起来，因为她不久后要出
国，如果疫苗信息有误，就会耽误
她的行程。 此前，仅仅核酸码的名
字有误， 对她的影响似乎不太大，
因为在超市或者医院等场合，安保
人员发现问题后，她只要把写错名
字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给工作人
员看一看， 对方通常也会予以理

解，让她进去。
陈女士说，她估摸着，这是因

为电脑输入或者扫描时， 错将
“红”字认作了“江”字，因为这两
个字很容易看错。她原以为向相关
部门说明情况后，她的名字就能改
正过来。然而，她打了很多电话，都
没法为自己恢复名字。

一开始，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

居委会，居委会向上级反映，一直
没有回音。我又向闵行市民热线反
映，也没有解决问题。 ”

后来， 陈女士又找了闵行区疾
控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但改正名字
的事情一直悬而未决。“没有一个部
门负责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明明是他
们的错误， 给我带来这么多困扰，他
们却一个都不主动为我着想。 ”

为了修改名字多方求助无果

做了那么多核酸，结果在哪？

“周到帮办”沟通协调解决了

陈女士的随申码下面有一行红字，提示 14 天内没有核酸检测结果。 /晨报记者 张佳琪

● 上海将全面完成
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

“两旧一村”攻坚战也打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