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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文风景线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会客厅”添魅力
一年来，上海深化社会治理创新，为一流的城市治理注入人文视角下的精细化管理

淮海中路一路往西， 武康大楼矗立在时

间的交汇点。 今年秋天， 大楼外立面的脚手

架悉数拆除。 随着舒朗的天际线被打开， 三

年前被水泥封门的元龙音乐书店老店新开 ，

成了乐迷奔走相告的喜事。 “27 年来父亲一

直希望把元龙开成百年老店。” 接过新店的女

儿汤苑青说 ， “有了政府关心和企业支持 ，

我的信心更足了。”

几乎同一时间 ， 远离市中心的奉贤九

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正式运营 ， 获得文华大

奖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 、 史诗话剧

《日出东方 》 先后亮相 ， 圣彼得堡芭蕾舞剧

《天鹅湖 》 也已排上日程 。 国内外名家名

团之外 ， 属于这座多功能艺术中心的更大

亮点在于它是全国首家 A 级人文生态综合

剧院。

老店新开、 新剧院拓展功能边界， 见微

知著， 都是上海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的点

滴注脚。

一年前， 关于 “深化社会治理创新”，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 ， 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 、

法治化、 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 更加注重在

细微处下功夫、 见成效。

一年间， 上海以总书记的嘱托为行动遵

循，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用绣花一样的细心、

耐心、 巧心， 打磨着城市的一草一木、 街道

河流 ； 上海也以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 ”

为目标， 持续打开文化新空间， 努力让海纳

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

和的城市精神， 让开放、 创新、 包容

的城市品格深植于城市血脉中。

当人文风景线融入城市肌理， 上

海这座 “世界会客厅” 正越来越富有

魅力———建筑是可阅读的 ， 街区是适

合漫步的， 公园是最宜休憩的，

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 ， 城市

始终是有温度的。

注入绣花般细心、 耐心、

巧心，城市精细化管理令百姓
获得感步步升级

元龙音乐书店新开的那天， 何占豪、 赵

晓声等作曲家都来了。 店主汤元龙和大家一

起唏嘘着、 回忆着、 祝福着。 老友相聚， 感

慨最多的是这家小书店在上海的命运转折 。

一间拥有 20 多年历史的特色小店从 “被整

治” 到被迎进上海市地标建筑的底层商铺 ，

背后的故事值得一书。

2019 年初， 关于上海特色小店以及商业

店招的讨论在不少市民的朋友圈刷了屏。 百

姓的关切促进政府相关部门深入思考， 如何

在监管过程中体现包容精神———既要考虑小

店合规性维度， 也要考量小店的社会性维度

和文化性维度。 对于许多市民而言， 不少街

边小店已既是街区文化的标识， 也是自身生

活的一部分。

百姓的关切连着政府工作的实际， 元龙

音乐书店的回归就在细心 、 耐心 、 巧心之

下， 有了眉目。 为了保护具有文化特色以及

在品牌传承过程中与区域有内在联系的商业

文化， 徐汇区政府和相关企业联手支持， 黄

金地段商业用房租金的难题迎刃而解。 与此

同时， 一份 《上海市户外招牌管理办法》 正

加紧制定中， 店招作为城市富于烟火气的细

节之一， 将在管理办法的鼓励与规则中， 平

衡设计与规划、 个体与整体。

倘若换个角度， 喜事何止特色小店重开

张如此简单。 武康大楼周身的架空线消失 ，

同样是街头巷尾的美谈。

2018 年， 上海启动新一轮架空线入地和

合杆整治， 层层消除城市上空的 “黑色蜘蛛

网”， 消弭潜在的安全隐患 ， 实现 100 公里

路段的架空线入地和废弃路杆集中清理。 今

年， 截至 10 月 30 日， 上海又完成了 65 公里

的路段整治， 在秋天交予市民更有序、 安全、

美观的高品质城市环境。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一流城

市要有一流治理。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既要善

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 又要通过绣

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

“文化” 与 “城市”， 本属不同范畴的概

念。 但在 “以人为本” 的精细化管理模式下，

“文化” 与 “城市” 是可以合体的———城市间

的砖瓦草木、 建筑街巷、 水道天空， 都是产生

文化的容器、 承载文化的载体。

于是 ， 这一年间 ， 杨浦区滨江的工业遗

存， 进一步扩大了扫码阅读的范围， 黄浦江边

的 “锈带” 变身艺术展陈空间的同时， 其本身

也是城市文脉的一部分。 也是这一年间， 静安

区的 “安义夜巷 ”、 黄浦区的 “新天地湖滨 ”

相继开启步行街模式， 不仅小马路因文化创意

平添魅力， 小街与之背靠的大型商圈彼此 “互

哺”， 人流如织。 同样， 浦东滨江沿岸的临江

书房开到了 22 处， 虹口区 35 个市民驿站满足

了居民基本的文体活动民生需求……市民关于

高品质生活的获得感， 就在日复一日与充满人

文温度的城市细节相处中， 累积、 沉淀。

覆盖全市 16 个区的先进
文化设施， 把城市公共空间打
造成“世界会客厅”

今年春天， 一张从挪威递来的图纸中标上

海大歌剧院建筑设计。 效果图上， 螺旋铺展开

的建筑外观酷似一柄徐徐展开的中式折扇。

浦江东岸、 世博后滩， 这栋融汇了国际化美

感又彰显中式意境的建筑， 有望跻身世界闻

名的地标性建筑。

先于设计招标， 关于这座建筑的未来承

载， 上海早就开始布局。 参与其中的上海音

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林宏鸣说： “上海大

歌剧院瞄准的绝不仅仅是黄浦江东岸， 而是

要努力成为承载上海城市文化客厅功能的新

剧院、 亚洲演艺之都的新标志、 推动中国民

族歌剧创作演出的新平台， 直至世界歌剧艺

术发展的新高地。”

跳出上海看上海， 立足全局看上海， 在

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虽说文化发展仅仅

是社会治理的领域之一， 但上海整体工作的

方法论， 是一致的。

一年来， 上海把自身发展放在中央对上

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 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

趋势下， 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 放在国

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

考和谋划。

四个 “放在” 能在文化体育重大设施的

更新清单里， 管窥一二： 2018 年 11 月， 人

民广场演艺集聚区定名 “演艺大世界”； 今

年春天， 徐汇滨江的油罐艺术中心成了新的

“打卡地”； 8 月盛夏，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纪念馆正式开工； 金秋时节， 程

十发美术馆初露真容； 而徐家汇体育公园、

虹口区的上实中心剧院、 宝山区的长滩水晶

音乐厅、 青浦区的虹桥百老汇剧场等， 都是

从规划图纸开始， 就锁定着老百姓期待的目

光， 关联着上海服务全国、 推动长三角更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部署。

如今 ， 上海已拥有 243 个公共图书馆 、

138 个博物馆、 81 个美术馆。 加之正在建设中

的上海图书馆新馆、 上海博物馆新馆等， 上海

的文化地标不止于黄浦江两岸 “两翼齐飞 ”，

而是星罗棋布， 装点着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的门面。

梧桐引来金凤栖。 随着 “两轴一廊， 双核

多点” 的文化空间发展格局越发清晰， 市民能

通过纷至沓来的 “世界一流” “全球顶尖” 感

知城市的魅力升级。 比如， “演艺大世界” 在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与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期间， 都是全城乃至全国、 亚洲的演

艺 “磁极”； 比如， 油罐艺术中心开幕大展即

邀来走红世界的艺术团体 TeamLab， 油罐中的

水粒子令观者惊叹新媒体视觉艺术的 “洪荒之

力”； 又如， 上海中心 52 层开出朵云书院旗舰

店 ， 挪威作家罗伊·雅各布森兴致勃勃成为

“在云端” 读书的第一位国际作者。

随着覆盖全市 16 个区的先进文化设施细

密织就城市文化图谱， 上海国际电影节、 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

活动有了承载空间， 八大演艺集聚区亦有了提

升亚洲演艺之都活力能级的增长空间。 久而久

之， “上海文化” 品牌， 将在城市吸引

力、 创造力、 竞争力的步步激活中， 愈

发闪耀。 更长远地看， 殿堂级的场馆、

世界级的演出与赛事， 终将令这座城市

的影响力渐隆， 为更开放的中国

当好 “世界会客厅”。

2018 쓪 11 퓂 7 죕，쾰뷼욽ퟜ쫩볇퓚0몣뾼달쪱，뛔0몣쳡돶 5 룶랽

쏦뗄릤ퟷ튪쟳，짮뮯짧믡훎샭뒴탂쫇웤훐횮튻。 튪쳡룟짧믡훎샭짧믡뮯、

램훎뮯、훇쓜뮯、튵뮯쮮욽，룼볓힢훘퓚쾸캢뒦쿂릦럲、볻돉킧。

뷱쓪 11 퓂 2 죕，쾰뷼욽ퟜ쫩볇퓚퇮웖뇵붭뗷퇐쪱횸돶，컄뮯쫇돇쫐

뗄쇩믪。 돇쫐샺쪷컄뮯틅듦쫇잰죋훇믛뗄믽뗭，쫇돇쫐쓚몭、욷훊、쳘즫뗄

훘튪뇪횾。 튪췗짆뒦샭뫃놣뮤뫍랢햹뗄맘쾵，힢훘퇓탸돇쫐샺쪷컄싶，쿱

뛔듽“샏죋”튻퇹ퟰ훘뫍짆듽돇쫐훐뗄샏붨훾，놣쇴돇쫐샺쪷컄뮯볇틤，죃

죋쏇볇뗃힡샺쪷、볇뗃힡쿧돮，볡뚨컄뮯ퟔ탅，퓶잿볒맺쟩뮳。

地标建筑的华丽转身，

折射城市治理中的“上海智慧”
熊月之

11 퓂 2 죕쿂컧，쾰뷼욽ퟜ쫩볇뗷퇐쇋퇮

쫷웖쮮뎧뇵붭뛎。 볇뗃ퟜ쫩볇좥쓪퓚0몣뾼

달쪱， 퓸떽0몣훐탄듳쿃 119 닣맛맢쳼뢩

돇쫐럧쎲。 쯻튪쟳， 뷨본쫀뷧듳돇쫐랢햹뺭

퇩，ퟅ솦듲퓬짧믡훷틥쿖듺뮯맺볊듳뚼쫐。

쫀뷧돇쫐쪷0퓸틔탛캰룟듳횮붨훾ퟷ캪

돇쫐탛뻾횮쏀뗄뇪횾，폚쫇，0몣맺볊랹뗪、

뷰쎯듳쿃뇣돉캪0몣탛캰뗄뇪횾； 쫀뷧돇쫐

쪷0퓸틔쏷샶뛠닊캪돇쫐쒦뗇뗄뇪횾，폚쫇，

쓞뫧직쮸뗄췢첲좺쿃、쓈뛠ퟋ뗄뚫랽쏷훩，

튲뻍돉캪0몣쒦뗇뗄듺뇭； 0몣폐 “뚫랽냍

샨”횮돆，쯹틔，듳맢쏷、듳쫀뷧、뗏쪿쓡튲뚼

돉캪쳥쿖랱뮪、폩샖쳘뗣뗄붨훾。

뷱쳬 ， 퇮쫷웖쮮뎧뇵붭뛎평릤튵탢듸

뇤돉짺믮탣듸 ， 헢룶뮪샶짭헛짤ퟅ돇쫐

훎샭뗄 “0몣훇믛”， 듓훐컒쏇뿉틔룐쫜떽

ힷ쟳ힿ풽뗄랢햹좡쿲， 룐쫜떽뢻폚뒴퓬뗄쪵

볹튪쟳。

돇쫐뗄샺쪷、 컄뮯， 돇쫐뗄욷룱， 뚼퓌

몭퓚폐탎횮컯쓚 。 캪쇋헃쿔헢킩샺쪷 、 컄

뮯、 욷룱， 뻍탨튪퓚컞탎뗄샺쪷、 컄뮯、 욷

룱폫폐탎뗄붨훾횮볤， ퟶ킩릴솬， 폚쫇， 뻍

폐쇋탭뛠늩컯망、 볍쓮뗘， 폐쇋탭뛠죋캪뗄

볍쓮퓘쳥。 놱뺩ퟷ캪쫗뚼， 맊리、 쳬낲쏅、

쳬첳뗘첳ퟔ좻돉캪뺩쪦뗘뇪； 삼훝ퟷ캪믆뫓

쇷뺭뗄돇쫐， 믆뫓쒸쟗뗄뗱쯜뻍돉쇋쯽ퟮ훸

쏻뗄뇪횾。 뿗ퟓ짺폚쟺뢷， 뿗뢮뿗쇖뻍돉캪

폎샀쟺뢷뗄뇘떽횮뒦。 컷쪩횮폚훮， 몫탅

횮폚뮴낲 ， 훮룰쇁횮폚쓏퇴 ， 헅횮폚쓏

춨， 뚼쫇튻룶죋폫튻룶돇쫐맊쫂뗄뗤랶。 컷

쪩、 몫탅、 훮룰쇁뗄쯜쿱， 헅뗄맊뻓， ퟔ

좻뚼쫇웤뗘ퟮ폐컄뮯틢틥뗄뇪횾탔붨훾。

뗘뇪탔붨훾볈좻쫇죋캪횮컯， 뇘폐웤쪱

듺탔 。 뛾쪮쫀볍죽쪮쓪듺붨퓬뗄0몣쫐헾

뢮、 0몣쳥폽망、 0몣춼쫩망， 쏷탅욬、 뮭

닡0싅볻늻쿊， 떫쪱틆쫀틗， 쿖퓚죋쏇틑뫜

짙붫웤ퟷ캪0몣뗘뇪탔붨훾살뾴듽쇋。

0몣뻟폐뾪럅、 뒴탂、 냼죝뗄욷룱， 샭

쿫뗄뗘뇪탔붨훾， 펦폫돧룟뗄돇쫐욷룱뫏뛾

뛸튻， 튲펦쫇쪵폃탔폫틕쫵탔、 쮼쿫탔뗄춳

튻。 훐뮪틕쫵리， 웤뷡릹、 즫닊、 퓬탍， 뚼

냼몬쇋훐뮪컄뮯풪쯘폫뒴탂뺫짱 ； “쯄튶

닝”， 웤폅쏀뗄쟺쿟폫몣엉컄뮯뗄폅퇅웸훊

쿠펦뫍； 뇩벰좫돇뗄컄뮯뗘뇪， 죃쎿튻뿅탄

쇩뚼펵폐쪫뫍풶랽……헢킩， 컞틉뚼믡돉캪

쇷뒫뻃풶뗄탂뗘뇪탔붨훾。

（作者为著名历史学家、 上海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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