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友好城
空间“微改造”
建设“童参与”

去年，无锡成功入选全省首批国
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为进一
步加快无锡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
进程，创造更适合儿童成长和发展的
环境，市政协委员杭向丽建议，相关
部门在对城市中的老旧小区、社区公
共空间、学校空间等不同场地进行整
治改造时，同步实施“儿童友好单元
微改造”，即从儿童友好的角度出发，
进行局部或小范围的改造和更新。
如对公共空间改造时，可增加儿童游
乐设施、亲子阅读区等，并增加儿童
洗手池、儿童座椅、亲子卫生间等儿
童友好元素和设施。

“希望能够从空间营造和儿童参
与两个方面，汇聚多元主体协作参
与。”杭向丽表示，通过建设和改造主
体不断增多，参与单元的类别、个数
逐步丰富，由点带面、串珠成线，持续
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物业全覆盖
既要“有人管”
更要“管得好”

目前，无锡国有物业服务企业进
驻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已实现全
覆盖。该举措使得长期困扰老旧小
区的环境卫生、安全秩序、停车管理
等普遍性问题得到改善。

“老旧小区国有物业全覆盖是一
个长效化精细化的管理过程，还需要
从‘有人管’逐步过渡到‘管得好’。”
市政协委员黄维佳建议，进一步优化
完善《市区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实施方
案》，进一步明确补贴资金的来源、拨
付额度等问题，细化物业管理规范和
收费标准。政府部门应加强宣传，增
强居民缴纳物业费意识，同时，也可
以出台相关引导政策，使物业管理成
本由政府补贴逐渐过渡为“政府补
贴+居民缴费+公共收益”；物业企业
可以围绕居民需求，积极拓展服务范
围，如通过增加助老、助残、陪护、灭
虫等延伸服务，弥补物业收费不足，
增强物业公司的盈利能力，以促进物
业管理服务可持续发展。

（晚报记者 刘娟 陈钰洁）

提案提案
万花筒万花筒【 】

关键词：垃圾分类

多元共建“靓”家园

A032024.1.17 星期三
责编 金钟 ｜ 美编 陈亮 ｜ 校对 小缪 聚焦无锡两会

为进一步规范垃圾处理和
垃圾分类，改善小区环境卫生，
无锡全面实行了“撤桶并点”垃
圾分类管理模式。然而，有的
小区实施“撤桶并点”模式后，
反而出现部分区域（如地下车
库）环境变差等问题。这一情
况引起市政协委员张云等人的
关注。去年，张云开展了“撤桶
并点”专题问卷调查，全市30多
个小区的330名居民参与。其
中，91.21%的被调查者表示所
住小区实行了垃圾分类“撤桶
并点”工作，44.24%的被调查者
认为“撤桶并点”让小区环境更
美丽，32.73%的被调查者认为
应该增加更多的垃圾收集站
点，53.94%的被调查者认为应
保留地下停车场或电梯出口附
近的垃圾桶。

结合调查意见及实地调研
情况，市政协委员张云、
蒋春潮联合建议，应根
据居民的实际需求、
生活习惯和垃圾产

生量，对现有垃圾收集点布局、
投放时段进行优化，对于居民
普遍认为有必要的区域增设垃
圾收集桶、点，以减少垃圾乱扔
的现象。对于老年人、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应提供更为便捷
和人性化的垃圾分类和投放方
案。

“要让‘撤桶并点’垃圾分
类管理模式真正落地生效，还
需要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
性，并结合实际情况推出配套
措施。”张云、蒋春潮建议，通过
引入智能化管理手段、完善监
督管理与激励机制等举措，引
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同时建
立长效管理机制和多元参与机
制，定期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成
效进行评估和总结，鼓励居民、
物业公司、社区组织等多方参
与垃圾分类工作，积极听取各

方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和
优化工作方案，形成“美
丽家园”共建共治共享
的良好氛围。

如何满足多元化居住需求如何满足多元化居住需求，，委员们提出委员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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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面向中高端人才的公
寓建设如火如荼，相较而言，对
来锡基础服务从业人员的安居
保障力度有所欠缺。”市政协委
员缪虹注意到，来锡基础服务从
业人员，受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
限制，不同程度面临住得远、住
得挤、住得差等居住痛点。

“保障好他们的安居需求，
构建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
双向奔赴式良性循环，是提升无
锡城市活力和发展动力的重要
一环。”缪虹提出，无锡可以借鉴
上海闵行“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
理者之家”标杆经验，为快递外
卖、建设交通、家政护育、环卫绿
化、物业管理等行业的外来人员
打造一批彰显无锡温度的“城市
之家”。

缪虹建议，以上海“一张床”
“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产
品体系为蓝本，立足对我市基础
服务从业人员居住诉求的系统
摸排与精准画像，定向设计四人
间、三人间、双人间、小单间、大
单间、两室和一室一厅等梯度递
进的居住产品，租金在市场价格
基础上根据受众收入水平合理
压降，提升需求满足度、产品实
惠度和经济可负担性。

“可以优先考虑各城区外来
人口快速导入区、新兴居民区、
轨道交通站点附近及相关产业
集聚区周边等核心位点，尽快部
署一批项目。”缪虹为城市建设
者规划的“城市之家”里，还将聚
焦一线务工人员的实际
需求，提供涵盖政务服
务、生活服务、健康医
疗、技能提升等精细化
服务保障，让每一个人
都能切身感受“此心安处
是吾乡”的温暖。

去年9月1日，《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正式施行，无障碍环
境建设步入法治化轨道。如何
加快推进我市实现无障碍环境
建设由“有没有”到“好不好”的
转变，市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
会提出了《关于加快推进无障
碍环境高质量建设的思考与建
议》的提案。

老旧小区电梯加装难题、
信息时代的“数字鸿沟”、适老
化改造的需求、残疾人出行的
困境……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涉
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
无锡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
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但在现实
中，还存在社会总体意识不够
强、无障碍设施“建管脱节”、相
关法规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

“因此，需多部门协同联动，鼓
励社会力量参与，共同打造设
施齐备、功能完善、信息通畅、
体验舒适的无障碍环境。”提案

中 建
议，以社
区为核心，
以城市更新为
抓手，结合15分
钟生活圈建设，打
造一批无障碍环境示
范社区。

在市无党派知识分子
联谊会绘制的无障碍环境“智
慧蓝图”中，有集成无障碍设施
数字地图、老年友好智能导航
等多功能的智慧应用。各行各
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进
行无障碍改造和升级，如住建、
工信、民政、卫健等部门可以通
过推进适老化智慧公交、智慧
养老院、互联网医院建设，提升
本行业无障碍环境的智慧化水
平。同时，建立定期评估机制，
适时组织使用者代表参与无障
碍设施的使用评估，结果定期
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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