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汾路街道实现加装电梯从 “个案” 到 “量产” 飞跃。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这个助餐点，我们最熟悉不过了。 去年总书

记正是在这里和正在用餐的居民热情交谈，看看

吃的什么菜，问问我们口感如何，是不是营养卫

生，总书记问得很仔细，我们在场每个人都心里

暖暖的。

这一年来，助餐点发生的变化也很多。 临近

中午时分，这里各类美食陆续上架了。 葱油龙利

鱼片、日式照烧鸡、紫薯泥虾籽炖蛋……营养搭

配的餐食让人食欲大振。 今年以来，出于常态化

疫情防控需要，原本的“大锅菜”被精致的一次性

锡纸盒包装取代，既环保又卫生，我们吃了中午

的，再打包一份留到晚上吃。

我们老年人对用餐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但这

个助餐点总能跟上我们的需求变化。 为了在口

味、营养上取得平衡，供餐企业不断翻新菜单、创

新菜式。 就拿这道龙利鱼来说，就开发出了红烧、

葱油、香煎等多种花式做法。

一年间，省心又美味的用餐体验还不断向早

餐延伸。 去年底，我们古北居民区内一家人气很

旺的社区餐饮店新添了“长者餐桌”。 老人们只要

出示敬老卡，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折扣。 现在，每天

清晨，我也会在这间餐饮店排队买馒头。

从嵌入市民中心内的助餐点到家门口的社

区餐饮店，我们老年人的一日三餐有了“花样经

更透”的选择。

书画教室、融情厨房、天空书苑……以古北

市民中心为例，一年来叠加嵌入的服务功能越来

越丰富，一个个文娱小空间承揽起了全年龄段居

民的休闲生活。 在这里报个兴趣班，做做蛋糕、看

看书，不要太惬意哦！ 我常常来这里，在天空书苑

读书，也会偶尔参与时装走秀、烹饪烘焙。 总之，

在家门口就能寻觅到生活的满满活力。

沈美娟 (?北社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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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助餐点，总书记问得很仔细，

我们在场每个人都心里暖暖的”

———2019年 11月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人人都能有序

参与治理， 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 人人都

能切实感受温度 ， 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

同———这是迈入新时代的上海在建设 “人民

城市” 过程中所坚守的 “人本价值” 和具体

目标。

城市的核心取向是 “人”。 唯有以 “人”

为尺度， 不断改进服务和管理， 城市方能成

为 “诗意栖居之所 ”。 一年来 ， 上海牢记总

书记的深切期望 ， 践行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

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 “处处围绕人、 时时为

了人”， 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 体现时代

特征的超大城市治理模式。

一年来 ， 这座拥有 2400 ?常住人口的

超大型城市对 “高品质生活 ” “品质民生 ”

有了更为踏实的探索和诠释。 从旧改到老房

加梯， 从早餐工程到社区食堂， 从健身步道

到遍布身边的党群服务站点 ， 涉及衣食住

行， 一项项惠民利民工程不断聚焦 、 回应 、

解决着百姓的 “急难愁盼 ”。 切口更小 、 靶

心更准， 由此人民群众对城市温度的感知更

为直接、 更真切 。 从垂髫小儿到耄耋老人 ，

每个人能被观照、 被重视， 人们与城市的情

感联结就此更为紧密。

“人本价值” 的核心要义， 不仅是一切

“围绕人”， 更要让一切 “依靠人 ”。 城市不

断向前迈步， 作为城市建设的主体， 人们在

享受发展红利的同时， 也享有充分、 公平的

参与权， 更肩负着参与城市建设、 参与社会

治理的重担和责任 。 一年来 ， 在 “人民至

上” 理念的指引下 ， 人人有责 、 人人尽责 、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也在基层社区纷

纷涌现。

“人民城市”成了上海的新标签。标签背后，

更透出这座城市的深层愿景———要让五湖四海

的人向往这座城市、 汇聚到这座城市，“在成就

自己梦想的同时，造就一座伟大的城市”。

解民忧 、 暖民心 ， 全

力以赴解决 “急难愁盼”

细细品味 “人民” 二字， 上海的民心工

程有了靶心———全力以赴解决百姓感受度最

强、 最关切的 “急难愁盼”。

旧区改造， 这项事关城市长远发展和百

姓福祉的民生工程， 在这一年里跑出了决战

决胜的加速度 。 虹口区 17 街坊是上海实行

“市区联手、 政企合作、 以区为主” 的首个旧

改项目 。 从作出征收决定到成功收尾交地 ，

该地块仅用了短短 16 个月。 到今年底， 上海

将完成旧改 281 ?平方米， 为 14 ?户居民圆

上 “新居梦”。

另一项民心工程也大幅提速 。 老房加

梯， 从最早耗时近三年到如今 “从立项到落

成运营” 不超过半年， 更多 “悬空老人” 告

别上上下下的烦恼， 尽享出行便利。 以上海

中心城区首个探索老旧公房加装电梯的静安

华怡园小区为例 ， 加梯工程从孤本 “第一

单” 迈入 “整建制 ” 推进 ， 耗时越来越少 、

流程越来越简化、 制度保障越来越清晰、 资

源力量越来越汇聚、 居民获得感越来越强。

氤氲着暖暖烟火气的“早餐工程”从另一

个维度展现出一座城市为了民生的孜孜以

求。 工作日的早高峰，步履匆匆的白领们不必

再为早餐发愁。 产业园区、商办楼宇、大型居

住社区、 地铁站点……一辆辆流动餐车驶入

遍布全市的早餐网点 ， 将一份份更便捷 、丰

富、健康的早餐送到人们身边。 预计今年年底

前，上海将完成新（改）建网订柜 （店 ）取网点

300 家、新增早餐复合门店 300 家。

一份早餐之外， 市民们对这座城市具体

而微的感知还体现在一段段通勤路途 。 705

公里， 这是上海地铁的运营总里程。 截至目

前的 17 ?轨道交通线路 ， 构成了世界上运

营里程最长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基础设施

外， “智慧地铁” 建设持续迭代、 更新， 为

市民群众提供了更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

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速度加快， 越来越

多市场主体积极参与， 在各方力量的共建共

治共享下， 一项项民生工程变为了真正的民

心工程。

不停留于一般需求满

足， 往深里走往实处干

一年来 ， 上海深入拆解 “人本 ” 二字 ，

不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民生需求满足， 不断

往深里走 、 往实处干 。 兼顾普惠需求的同

时， 也让个性化需求有了落地的可能。

当下， 人们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需

求有了提升， 家门口的 “微基建” 成为品质

生活的 “新增量 ”。 从历史保护建筑林立的

风貌区， 到水系发达的近郊农村， 一大批怀

着梦想和追求的 “社区规划师 ” 浸入其间 ，

以他们的专业理念和设计， 盘活、 扮美一个

个新空间， 并赋予群众期待的新功能———花

园社区 、 慢行系统 、 停车空间……到 2022

年， 以社区规划师为代表的 “参与式社区规

划制度” 将在上海实现全覆盖。

兼顾普惠需求的同时， 新一轮社区规划

还将温暖关怀给予了那些曾经容易被忽略的

“沉默的少数”。 今年， 上海扩大试点 “老年

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 ”， 通过健康教育 、

风险测评， 提供非药物干预训练和早期照护

服务等， 形成社区长效支持机制， 预计将在

“十四五” 时期实现全市街镇全覆盖。

同样需要 “友好” 对待的， 还有最柔软

群体———儿童。 社区、 大型商业体、 公共空

间 ， 自嵌入儿童友好社区元素后焕然一新 。

它们不仅成为孩子们的运动空间， 更成为他

们的社交天地。 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上海市

实验小学校长杨荣这样评价： 社区是孩子们

步入集体生活前的 “预演 ”， 他们可以在这

里习得一种 “社会参与” 能力， 帮助其更坚

定、 更自信。

这一年 ， 借助于当下不断推进建设的

“两张网” ———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城市

运行 “一网统管 ” 带来的技术赋能 ， 那些

“藏 ” 在社区中的 “沉默的少数 ” 也会被及

时发现 ， 及时观照 。 在静安区临汾路街道 ，

“数据驾驶舱” 聚焦社区妇女两病筛查开发了

相关应用场景 ， 在精准匹配需求和资源后 ，

受益群体从往年的 5000 多人上升至 2.1 ?多

人。 “两张网” 的技术加成之下， 临汾路街

道成功 “把服务做在群众开口之前”， 助力民

生服务更精准化、 精细化。 长宁区率先试点

的 “社区救助顾问” 制度也于今年起在全市

范围内复制、 推广。 这些救助顾问的角色不

止于政策介绍， 更是要完成 “陪伴式、 长效

式、 全程式” 的救助帮扶， 嵌入 “全生命周

期” 理念， 提高救助的有效性。

坚持“人本价值”，实现

诗意栖居

围绕 “人” 的需求， 上海还提出： 人性化

城市、 人文化环境、 人情味生活。 这些词共同指

向一个目标———最大限度地尊重并激活 “人”

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 治理好、 建设

好、 发展好上海这座超大城市。

在宝山区， 紧挨着工业开发区的大型居

住区丰翔新城， 外来人口超过八成， 小区内

曾有不少 “问题楼组 ”。 在基层党组织引领

下， 社区构建起 “活力楼组 ” 这样的平台 ，

通过举办各类活动渐渐凝聚起人心和动力 ，

联结形成 “利益共同体 ”， 让居民有了家的

归属感。 就此， 大家群策群力， 逐项消解矛

盾和难题， 成功逆袭。

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就要在基层社区

构建起全宜居生活链、 全网络服务链、 全情

感治理链。

曾在全市创设 “三会 ” 制度

的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率先起步

探索 “街区共同体”。 一个

居民区太小， 资源不够

丰富； 而整个街道又

太大 ， 不利于公共

议题快速 形 成 。

通过设立街区共

同体 ， 实现了

治理资源的联

结 与 整 合 ，

打造出独具

特色的社区

生 态 治 理

圈。

人 民 ，

应当成为城

市发展和治理

的 积 极 参 与

者 、 最大受益

者 、 最终评 判

者 。 只有调动多

方积极性， 发挥多

元作用， 才能实现 “共建” “共治”， 并最终达

成更高层次的 “共享”。

全市层面， 社会治理共同体遍地开花， 并

延展出了多样姿态。 杨浦区五角场街道， 在破

墙之后， 老旧小区抱团成片， 站上更大平台统

筹资源， 破解了停车难等困扰； 徐汇区乐山街

坊， 推进片区一体化治理， 启用统一品牌物

业， 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时提升统一服务质量。

为集成 、 共享 、 协同庞杂的社区资源 ，

上海还推出了一朵 “社区云 ”。 眼下 ， 全市

6077 个居村委会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部接驳

“上云”。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昌五居民区是

首批 “尝鲜者” 之一， 自启动试点以来， 朝

九晚五的年轻白领们在互动社区频繁留言 、

贡献 “金点子”。 他们还将这股热情延续到线

下， 为社区自治贡献力量。

本版撰稿： 记者 王嘉旖
下图： 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北宝兴路基

地的居民集中搬迁， 作别住了几十年的老城

厢， 奔向美好新生活。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坚守“人本价值”，让百姓体会幸福的味道

给老旧房装梯
给上班族备早餐

给最柔软群体托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