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
嘉露 ）行动不便 、视力模糊 、
关节沉重……衰老到底是什
么样的感觉？ 在昨天举行的
以“浦社精彩 引领发展”为主
题的沪上社会组织媒体开放

日 （浦东专场 ）活动中 ，体验
者穿上 “老化服 ”进行 “老年
人模拟体验活动”，亲身感受
身体老化给日常生活带来的

影响。
活动现场， 来自浦东的

乐耆社工服务社的社工 ，让
前来参与的年轻人带上 “老
化” 设备———腕部加重装置

可感受高龄者因肌力不足从

手部传来的承重感； 膝关节
护套能降低下肢的肌力 ，模
拟中风者脚步僵直却无力施

展的感觉； 鞋型踝部固定套
能让体验者踝关节半固定 ，
体验站立不稳、 走路吃力的
感觉。

“才走没几步就已经腰
酸背痛了 ，想到几十年后我
们也会变成这样 ，走路都得
让人搀扶 ，不由得令人感到
很酸楚 。 ” “全副武装 ”后 ，
年轻的体验者小陈变成了

一位 “老人 ”，像抬腿 、抬胳
膊这种简单的动作都变得

十分费力 ，有一种说不出的

压迫感 。
近年来，浦东启动了“社

会组织品牌建设助力计划”，
重点关注社会创新型公益项

目， 设计品牌新生力与品牌
影响力双向选拔路径， 通过
筛选 、评审 、路演等环节 ，共
有 12 个项目入围助力支持
计划。

浦东新区作为我国改革

开放的前沿阵地， 一直以来
都是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热

土， 社会组织的活力和创新
力得到持续激发。 据悉，截至
2024 年 3 月底， 浦东新区社
会组织总数达 2337 家，其中
社会团体 436 家， 社会服务
机构 1897 家， 基金会 4 家。
602 家社会组织获得评估等
级，评估率 25.8%。

下一阶段， 本市还将继
续加强社会组织的区域联动

以及与媒体的合作， 展示成
果 、交流思想 、倾听建议 ，为
社会组织发展营造更加良好

的环境， 持续推动社会组织
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上海加

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做

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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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团队：

在徐汇滨江 11.4 公里的
岸线上， 党旗飘扬在滨江贯通
第一线、项目开发第一线、产业
发展第一线、 为民服务第一线
……作为徐汇滨江党群服务的
“旗舰店”， 徐汇滨江党群服务
中心把服务作为首要任务 ，以
“三心三力 ” 建设家门口的高
品质滨水公共空间。

“最忙”的党群服务中心
“今天的人流量可能会突

破我们工作日的纪录， 目前已
经有 3700 多人，全天人流量应
该能达到五六千人。 ”从徐汇滨
江开发的历史到党群服务中心

运营的小细节， 徐汇滨江党群
服务中心的“金牌讲解员”杨光
宇都十分熟悉。

采访当天虽然是工作日 ，
但正值上海国际花展开幕首

日， 徐汇滨江作为三个主会场
之一， 绚烂的花境吸引了大量
市民游客， 徐汇滨江党群服务
中心也比往日更为热闹。 新晋
“网红”江景食堂内，不少市民
游客吃过了午饭正在休息 ，端
一杯咖啡好不惬意； 水岸讲堂
内落地窗旁阳光正好， 不同年
龄的市民坐在这里读书、办公；
二楼的水岸露台是俯瞰江畔繁

花的好去处， 阴凉处也坐着不
少人。

自 2021 年 6 月启用以来，
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已累计

接待市民游客 110 万余人次 ，
举办各类党群活动 800 余场 。
“我们寥寥四五个人，在运营的
可以说是全市最忙、最‘卷’的
一个党群服务中心。 ”徐汇区党
建服务中心主任夏瑞说，“坚持
下来的真的是一种信念和情

怀。 ”
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团

队始终把宣传贯彻实践 “人民
城市” 重要理念作为首要职责
和重要使命，5 个人身兼数职，

“朝七晚九、全年无休”，与志愿
者轮流值守， 让各类人群都能
感受到“家”的温暖。

让市民主动走进来
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团

队涵盖了从 “70 后 ”到 “00 后 ”
的党务工作者。 作为党群工作
领域的“老法师”，夏瑞感受到，
从党员服务中心、 党建服务中
心到如今的党群服务中心 ，党
群服务阵地已从市民心中有距

离感的地方变成了各类人群都

走得进来、 坐得下去的公共空
间。

开放以来， 徐汇滨江党群
服务中心持续以党群服务吸引

人、凝聚人。 “这里毋庸置疑是
近年来我周末或假期自习最爱

的地方。 ”留言本中市民游客的
心声和“不忘初心、排忧解难 ”
的锦旗是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

心团队暖心服务的见证。
瞄准徐汇滨江跑者多的特

点， 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设
置了可淋浴的跑者驿站； 成立

“徐汇区新就业群体党群之
家”，在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配
备冰箱、微波炉，让附近工作的
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可以在这
里歇歇脚、热热饭；针对市民群
众呼声最高的就餐需求， 去年
7 月， 徐汇滨江市民食堂开启
运营，为附近市民提供“锅气十
足”的三餐。

在这里，一分钟诊所、母婴
室、无障碍卫生间、“一网通办”
政务服务办理机一应俱全 ；24
小时的便民服务厅配备了直饮

水、充电站、急救箱、雨伞等设
施， 连放大镜、 针线包都考虑
到； 教上年纪的老人家使用手
机、帮受伤的小朋友处理伤口、
帮行动不便的人租借轮椅早已

成为日常。

党建服务润物无声
把市民吸引进来之后 ，如

何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开展宣

传教育， 让党的方针政策润物
细无声地走进市民游客心中 ，
也是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团

队一直在探索的内容。
团队中的 “90 后 ”左圆圆

主要负责党务咨询、 党组织关
系转接、阵地建设、讲解接待等
工作。 在她看来，为“一老一小
一新”提供多元服务，是很有探
索性的事情。

除了推出 4 大类 20 门“滨
江党建实训课程”，打造全市首
家“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滨
江“线下课堂”，为基层党组织
提供主题党日菜单式服务外 ，
徐汇滨江党群服务中心还为少

先队员们讲述上海民族工业的

昔日辉煌，讲述过去的工厂、仓
库、码头、机场是如何成为如今
休闲娱乐的优质水岸； 组织全
国、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和工人
先锋号获奖集体和个人开展宣

讲活动， 让劳模精神、 劳动精
神 、 工匠精神走进滨江地区
……团队希望把红色故事和城
市发展融入讲解和展陈展示

中， 让党员群众从身边的发展
变化中潜移默化地感受到党组

织发挥的作用。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唐一
泓） 昨天，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海
发布 《2023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
书》。 蓝皮书显示，我国网络文
学用户规模已超 5 亿人，作品总
量超 3000 万部， 年新增作品约
200 万部，现实、科幻、历史等题
材成果丰硕，主流化、精品化进
程加快。

截至 2023 年底，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网
络文学用户规模达 5.2 亿人。 据
全国 50 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数
据，作品总量超 3000 万部，年新
增作品约 200 万部， 增速趋缓，
平台对创作质量重视程度提高。
网络文学推介引导力度增强，类
型进一步融合创新，现实、科幻、
历史等题材成果丰硕， 主流化、
精品化进程加快。

其中，现实题材创作呈现出
类型融合特征。 经过扶持引导，
现实题材创作数量、质量均有较
大提升，本年度新增现实题材作
品约 20 万部， 现实题材作品总
量超过 160 万部，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态势。

年度优秀现实题材大多呈

现“现实＋”的融合性，类型更趋
成熟。 《茫茫黑夜漫游》《沪上烟
火》等精品意识增强，呈现出与

传统文学融合的特征。 《国民法
医》 等聚焦专业性强的行业故
事，呈现“现实+行业文”的写作
特征。

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
成为创作热点。网络作家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素材、创新
表达，“非遗” 等元素成为热点。
《寰宇之夜》 表现年轻文艺工作
者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的努力和热诚，《我为中华修
古籍》聚焦中华大典的修撰和流
失文物的回归。

2023 年， 网络文学海外传
播整合力明显加强，AIGC 技术
提升出海效率， 扩大传播半径，
中国网络文学叙事手法等被海

外网文、微短剧广泛借鉴。 海外
活跃用户总数近 2 亿人，覆盖全
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其中“Z
世代”用户占比 80%。 多个海外
网络文学 app 产品日活超 10
万，部分超百万。

截至 2023 年末， 各海外平
台培养海外本士作者近百万，创
作海外原创作品 150 余万部。海
外平台借鉴中国网络文学运营

模式， 开启原创内容的 IP 转化
和产业链开发， 营建全球 IP 生
态， 起点国际征文大赛 40%获
奖作品已获 IP 开发。

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超 5亿人
《2023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发布

穿上“老化服”体验老年生活
社会组织媒体开放日活动举行

年轻人穿上““老化服””模拟体验老年人。。 ■■摄影 贡俊祺

打造走得进来坐得下去的公共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