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收获一份份幸福美好
亲历总书记在沪考察的上海市民激情澎湃

站在百年工业博览带，

家国情怀就这样油然而生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
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
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
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
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
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
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
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
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考察点： 杨浦区滨江公共空间杨树浦水
厂滨江段

杨浦滨江岸线总长度约 15.5 公里，仅在
其重点开发的南段 5.5 公里岸线沿途就分布
着 24 处 6632 幢历史保护建筑———它们是上
海近代工业史的一张地图， 记录着老工业城
区的历史记忆和转型轨迹， 构建起了一条百
年工业博览带。

亲历者感悟：

在杨浦区滨江公共空间杨树浦水厂滨江

段， 总书记结合视频和多媒体演示听取黄浦

江两岸核心区 45 公里公共空间贯通工程基

本情况和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建设情况汇报。

2017 年以来，所有滨江设计者和建设者

努力实现着对上海人民的庄严承诺———“建

设充满活力、传承文脉、绿色生态、舒适便捷

的世界一流滨水公共空间”。杨浦滨江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左卫东就是其中之一。 11

月 2 日，在向总书记汇报建设成果时，左卫东

带着刚答完一张考卷的心情———杨浦区努力

践行着传承文脉的精髓， 让存续至今的杨浦

滨江工业带成为上海“百年工业、百年市政”

的物质依托。

“总书记说，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

待城市中的老建筑。 这句话太打动人了！ ”左

卫东说， 杨浦滨江改造就是努力坚持着这样

的初心，整体保留保护滨江历史风貌，讲好滨

江岸线承载的历史和故事。也正是按照“特色

鲜明、风貌再现”的原则，杨浦区精细化推进

一批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工程， 精耕 5.5 公

里杨浦滨江公共空间， 注重老建筑的活化利

用。 今年召开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主会场

就选址在拥有百年历史的上海船厂旧址，一

大一小两个船坞是最吸引眼球的， 迄今已有

119 岁———大的长达 200 米、 小的也有 150

米，高度都超过了 10 米，“人站在坞中，中国

工业文明的震撼扑面而来———家国情怀，就

这样在心中油然升起。 ”

处处以人为本， 滨江要
让人们玩得开心拍得开心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
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
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
区改造， 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
约型、 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
良好环境， 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考察点：杨浦滨江栈桥、雨水花园、渔人
码头、杨树浦港旧址等地标景观

滨水空间，修而不饰，以既有
生态为依据，处处以人为本。在推

动黄浦江两岸贯通及滨江岸线转型工作的过
程中， 杨浦滨江逐渐从以工厂仓库为主的生
产岸线转型为以公园绿地为主的生活岸线、生
态岸线、景观岸线，昔日工业锈带如今变成了
市民生活秀带。越来越多市民游客将漫步黄浦
江畔作为日常休闲生活的重要片段，滨江贯通
让广大市民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亲历者感悟：

11 月 2 日，总书记亲切会见了滨江建设

者，全程微笑，挥手致意。 杨浦置业有限公司

现场工程管理负责人章琳琳当时就在现场，

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们会遵照总

书记的指示， 把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到滨江

公共空间的建设和运营中来， 让公众在这里

玩得开心、拍得开心、走得开心。 ”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 ， 人民城市为人

民———章琳琳始终在咀嚼总书记的这句话。

她说，把总书记的要求落实到滨江建设，就是

要把塑造滨水空间的最终落脚点放在 “人”

上，处处以人为本，让人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

温度。

亲近自然，走进自然，杨浦滨江营造了一

片草甸花海的田园景观， 又将建筑美与生态

美融为一体；今年国庆前夕，杨浦滨江又开放

了 2.7 公里，超大面积的江景篮球场、纯白沙

子的沙滩排球场，还有免费的儿童乐园，让市

民连连惊呼“上海的公共空间越做越好、越做

越亲民”———聆听总书记的嘱咐，看着人们在

滨江惬意漫步， 章琳琳满怀自信：“总书记肯

定了我们的做法。 ”

一起努力， 让党建服务
站成杨浦滨江最亮风景线

坚定年轻人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

考察点：人人屋党群服务站
人人屋党群服务站位于杨浦区大桥街道

辖区内的祥泰木行遗址上， 自去年 7 月 1 日
正式运营以来，坚持全年无休。站点内每天都
有专职人员提供咨询、讲解、导览等服务，还
提供血压仪、除颤仪等医疗设备，深受周边居
民和滨江游客的喜爱。

站点通过“红色+文化+服务”形式，把党
建与历史、 人文融合在一起。

站内运用全息沙盘互动体验，

在线上线下织起一
张滨江党建服务
网；还通过照片墙、

阅读区等多种形式， 集中宣传滨江党建和中华
传统文化。

亲历者感悟：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人屋党群服务站就

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 站长徐捷在这里接待

了习近平总书记。“总书记的和蔼可亲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他很耐心地向我询问了党建服

务站的基本运作情况， 鼓励我继续在自己的岗

位上为基层党建做贡献。 作为党的基层建设的

螺丝钉，我要以总书记的期待和教诲为鞭策，继

续严格要求自己。 ”

杨浦滨江不仅是上海的风景胜地， 更是杨

浦区的一个窗口， 党建服务站给滨江增添了一

抹亮色。 有游客在留言本上这样写：“志愿者给

游客带来了一道微笑，愿站点越办越好。 ”这些

都给徐捷带来了积极向上的动力：“作为杨浦区

基层党建的一分子，扎根滨江、建设杨浦，是我

的职责和使命。 我会继续努力整合区域化党建

资源，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多优质服务，让党建服

务站成杨浦滨江最亮的风景线。 ”

11 月 2 日，在人人屋里，总书记与几位杨

浦滨江居民亲切交谈。黄宝妹就是其中一位，她

曾是国棉十七厂的纺织工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

被评为全国劳模和上海市劳模， 多次受到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记者昨天见到黄宝妹时， 她身穿与总书记见面

时的那件红色外衣，神采奕奕。她清楚地记得总

书记对她说，“你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

奉献者。 ”年近九旬的黄宝妹迄今退而不休，她

的一大乐趣就是在社区给年轻人讲党课———为

人民服务、助人为乐带给她无穷的快乐，与党员

的奉献精神高度契合。 和总书记交谈过的她坚

定地说：“我要发动大家一起努力为社会、 为国

家多作贡献，尽到一名老党员的责任。 ”

开门立法，促成一种生动
而有效的基层民主形式

虹桥街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建
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你们立足社区
实际，认真扎实开展工作，做了很多
接地气、聚民智的有益探索。 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要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畅通民意
反映渠道，丰富民主形式。

考察点：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2015 年在全国设

立了 4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长宁区虹桥街道是
其中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街道级联系点。虹桥街
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构建起 “街道统领、 一体两
翼”工作架构，在 16 个居民区和 50 家区域单位

分设基层立法信息采集点 ， 形成了以
280 名信息员为主体、 顾问单位和专业

人才库为“两翼”的基本模式。截至今年 9 月，已
完成 30 部法律的意见征集工作 ，1800 余人次
直接参与立法意见征询，上报建议 490 余条，其
中 25 条被采纳。

亲历者感悟：

“总书记来长宁区虹桥街道考察全国人大

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激动、难忘、感谢……”亲

历现场的全国人大代表、 长宁虹桥萍聚工作室

党支部书记朱国萍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这样分

享当时的心情。

她回忆说，当时，大家正在古北市民中心围

绕相关立法意见征询进行交流讨论， 总书记走

进门，一句“小巷总理”的招呼让她倍感亲切，总

书记的嘱托也令她深受鼓舞。她说，作为全国人

大代表， 就应该不断捕捉来自基层的有价值的

声音，思索探寻“为民代言”的更好途径；基层立

法点这个平台， 让她能够有机会将更多来自基

层的鲜活故事“上传”，从而促进法条更精准聚

焦民生痛点———“这是一种生动而有效的基层

民主形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日前胜利闭幕， 在朱

国萍看来，上海要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不断提高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法治是重要一环。 “群众常常感觉立法工作

‘高深莫测’‘高不可攀’， 基层立法联系点可以

有效打破这种神秘感， 让来自基层的最真实意

愿渗透于法律的章节条款之中， 确保法律的权

威、精准和可达性。 ”她说，聚焦开门立法、民主

立法、群众参与，有助于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

会建设和完善。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虹桥

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员刘正东是虹桥街道基层

立法联系点首批“专业人才库”的一员，“我们的

职责是为立法点提供相关保障，更像是专业法条

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 过去，我见证了来自市民

群众的 25条意见被全国人大采纳；这一次，我又

现场感受到总书记对于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重

视，这对法律人士而言何其振奋！未来，我们要更

多联系社区，进一步做好立法直通车服务。 ”

“美好生活服务站”，在一
线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
着力点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衣
食住行 、教育就业 、医疗养老 、文化
体育、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方面都
体现着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

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 坚持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
情办好。 要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
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 聚焦基

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和公共
服务等主责主业 ，整合审批 、服务 、

执法等方面力量， 面向区域内群众
开展服务。 要推进服务办理便捷化，

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办理环节，加快
政务信息系统资源整合共享。 要推
进服务供给精细化， 找准服务群众
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对接群众需求
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 办好一件件
民生实事。

考察点： 长宁区古北市民中心涉外人员服
务窗口、老年助餐点等

长宁区古北市民中心集事务受理、 生活服
务、文化交流、社区共治等服务功能为一体。 市
民中心设有虹桥海外人才荟和古北实有人口
（境外人员）服务管理站，为海外人才提供《外国
人来华工作许可证》、 境外人员 24 小时临时住
宿登记业务受理以及其他业务咨询。 这里的社
区老年助餐服务也亮点颇多， 特别引入了机器
人烹饪， 为居住在虹桥地区、60 岁以上的老年
人服务，优惠价 18 元/客，每客一份米饭、一大
荤、一小荤、一素、一汤“五件套”。

亲历者感悟：

“总书记很亲切，像自家人一样关心我们。

听到我说这里的云南红米线牛杂好吃， 他连连

说‘好’。 ”回忆起与总书记交流的场景，黄丽芬和

几位老姐妹心情激动。 她告诉总书记，社区里物

美价廉的助餐让许多老年人告别了 “买汏烧”的

繁琐， 市民中心还引进了专业文化类社会服务组

织，提供烘焙、钢琴、亲子课堂等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活动，“总书记临走时还祝福我们健康长寿———

真的，我们的老年生活非常美好、非常幸福”。

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胡煜昂向总书记展示

了上海服务海外人才的种种举措和 “一网通

办” 的各种便利， 她说： “总书记的鼓励和关

怀让我们基层社区工作者更坚定了信心， 也激

励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 虹桥街道国际

化程度高 ， 社区的使命就是做好 ‘最后一公

里’ 服务， 让中外人士在这里工作更幸福、 生

活更便利。” 她告诉记者， 古北市民中心要继

续发挥 “美好生活服务站” 作用， 把家门口的

服务做得更丰富。 比如， 在助老服务方面， 将

调研开设更多助餐点 ， 覆盖更广泛的老年群

体， 并进一步做好老年人公共医疗服务。 “城

市治理的 ‘最后一公里’ 就在社区， 社区工作

做好了， 基层治理就扎实了。 我们要把总书记

的要求落到实处， 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

力点， 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让生活在这里的

中外居民感受到家的温馨和美好。”

下图： 杨浦滨江南段大桥以东 2.7 公里公

共空间向公众开放，百年“工业长廊”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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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也为了人民

“总书记来到了我们中间……”

前昨两天， 一座城市及城市中

那些可爱的人们， 都为此而激情澎

湃， 振奋鼓舞。

“勇挑最重担子、敢啃最难啃的

骨头，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在

总书记对这座城市饱含深情的殷殷

嘱托间， 很多人读出了其中的一个

关键词：人民。

是的， 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也

为了人民。

总书记关注这座城市中人们的

生活空间， 提出： 无论是城市规划

还是城市建设， 无论是新城区建设

还是老城区改造， 都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 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 ，

“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为人民创

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他关注这座城市中人们的信仰

与精神追求， 要求： 坚定年轻人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

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他更关注这座城市中人们当家

做主、 参与 “智慧之治” 的制度保

障， 强调： 要坚持好、 巩固好、 发

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畅通民意

反映渠道， 丰富民主形式。

聆听殷殷嘱托， 人们汲取了满

满的动力， 认准了前行的方向， 收

获了接续奋斗的底气。 当下， 东海

之滨的这座城市将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持之以恒， 再

接再厉， 奋力创造新时代新奇迹 ；

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 都将成为这

段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砥砺

者、 奋进者、 见证者。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周渊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左图：位于古北市民中心内的基层立法联系点。 本报记者 周渊摄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