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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让城市韧性始终带着温度落地
如果把“刚强”比作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铠甲，那么“韧性”恰恰是锻铸铠甲的最“硬核”质素

上海， 一座有着 2400 万人口的超大城市。

她， 既具有任何一个庞大生命体、 有机体所应有的复杂巨

系统， 也同样因为人流、 物资流、 资金流、 信息流高度交汇集

聚而伴生着潜在风险和可能的脆弱。 也因此， 对于这座超大城

市而言， 刚强与韧性正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特质———如果把

“刚强” 比作是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铠甲， 那么 “韧性” 恰恰

是锻铸铠甲的最 “硬核” 质素。

当下， 韧性一词， 不仅被写入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草案）》， 也

在今年上海两会会场上成为市人大代表、 市政协委员们关注的

热点。

韧性城市， 既要有抗压能力， 有缓冲能力， 更有自我调节

和恢复能力， 就如同锻铸城市的免疫力一般———要坚持系统思

维， 借助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基座， 让感知维度更立体、 数

据获取更充分、 细末节点更健壮； 实现精准预判， 实时应对，

有效处置的良性闭环， 逐步进阶为类似环境生态的 “自适应系

统”； 不再局限于能 “扛” 过某个单点领域的冲击， 而是跨层

级、 跨领域、 跨系统， 形成一个全时空、 泛领域、 多学科延展

的整体性城市安全体系。 更重要的， 聚焦 “以人民为中心”，

让韧性始终带着温度落地。

锻铸城市韧性， 是城市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需

要苦练内功， 须臾不可懈怠。

最强大脑，提供韧性之核

常态化疫情防控， 正是对城市韧性的最直接考验。 上海各

区、 各部门应急指挥系统时刻在线， 第一时间响应， 及时采取

各类精准有效的应急举措， 扎紧篱笆、 安稳人心。 这背后， 城

市运行 “一网统管” 筑就的城市 “智脑”， 起到了硬核支撑。

长宁区江苏路街道， 上海 “一网统管” 首批试点街镇， 这

里既有密集的商务楼宇、 连片的老洋房， 也有诸如毛细血管般

遍布的里弄小巷。 街道城运中心集纳了 5 万?人口和 7000 ?

家企业及商铺的数十万条数据， 并依托城运平台强大算力， 释

放精准治理效能。 当下， 江苏路街道构建形成 “三人小组+城

运中心” 双闭环管理机制， 确保特殊情况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

时间响应、 第一时间处置。

全市层面， “一网统管” 平台已聚合 50 个部门、 185 个

系统和 730 个应用， 并探索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城市生命体征及

相关问题 。 要锻造城市韧性 ， 就要努力使 “大脑 ” 更发达 ，

“中脑” 功能更全， “小脑” 更善实战———市政协社会和法制

委员会提交集体提案， 建议加快推进城运系统建设， 加强条块

业务系统的深度融合， 形成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互联互通的

“矩阵”， 让数据融会贯通、脑力算力延展延伸。 特别要以“应用

为要、管用为王”为价值取向，搭建开放式平台，依托“数据循环”

实现“管理闭环”，更要以线下管理需求引领线上“智脑”建设。

在浦东新区， “城市大脑” 更迭为 3.0 ?， 已形成 80 个

场景， 并融入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区块链、 5G 通信、

时空定位等最新技术， 实现?常、 专项、 应急三种状态全闭环

管理。 市人大代表孙晔由此提出建议， 要为城市大脑数据运用

提供法律保障， 保证数据顺利共享。 以 “脑力激荡” 锻铸超大

城市韧性之核。

强健筋骨，筑就韧性之躯

对于超大城市而言， 韧性一词所涵盖的理念和范畴远远超

出想象———城市空间及运行的韧性、 生态的韧性、 经济的韧

性、 治理的韧性……

对此， 市人大代表、 市政协委员纷纷提出： 打造韧性城

市， 既要周密布局基础设施、 物资储备、 产业发展等 “硬资

源”， 也要从经济金融、 生态体系， 甚至社会动员等方面构建

“软支撑”。 打造韧性城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由此强健筋骨，

从不同维度筑就城市的韧性之躯。

市人大代表袁欣、 顾伟华等从经济及产业角度对加强城市

韧性提出建议。 比如， 以北外滩改造、 临港新片区等重点片区

开发建设为契机， 开展一批 “数字孪生+规划设计” “数字孪

生+建筑施工 ” “数字孪生+城运管理 ” “数字孪生+用户服

务” 应用试点， 推动城市 “规建管用” 一体化闭环管理体系的

应用场景建设。 同时， 建议充分采取市场化机制， 以建设城市

数字底座为契机， 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推动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 以加快布局 “新基建”， 发展新经济、 新产业， 推动

数据要素价值化， 以更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韧性， 应对可能的

风险与挑战。

市政协委员李安、 张磊等则聚焦 “韧性适应理念”。 当前

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全面进入系统化运行、 高强度维保和高频次

更新的关键期， 建议健全相关风险管理责任制度和保障机制，

特别是借力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 实现城市治理的整体性

转变、 全方位赋能和革命性重塑， 以此铸强韧性， 提升安全保

障能级。

活跃细胞，锻造韧性之魂

近期， 上海城市生命体征系统将发布， 不仅将助力精准预

判和决策， 也会促成一场动力与效能的变革———既实现城市应

对风险的治理能级提升， 同时也深度融入一以贯之的人文关

怀， 从而活跃每一个基底细胞， 发挥每个末端的主观能动， 韧

性也能随之而来。

作为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单位， 社区是民众参与构建韧性城

市的最直接载体，要形成“自下而上”的防御、修复功能，也就意

味着，要提高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推进精细化、专业化的社会

治理，特别是强化公众参与，形成应对危机的强大合力。

一方面是后台的“云数网边端”算法体系，另一头是基层工

作人员移动端的统一工作平台，“数据一到立即报到”———这就

是当下“一网统管”赋能基层工作的真实场景。 不同场景的业务

流程再造，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各管一摊”的局面。

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们纷纷提出： 城市韧性的构筑，

重在将技术动能逐渐转变为机制制度的效能和势能。 在城市生

命体征中， 既要针对运行管理问题、 市民需求等， 高效整合资

源、 形成协同， 精准投放治理力量， 也要以科技向善的理念引

领转型和应用， 实现 “以人民为中心” 的治理， 让城市的韧性

始终带着温度落地。

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此次提交的集体提案中建议， 要

汇聚智慧力量， 合力攻坚克难， 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 围绕

“高效处置一件事”， 推动城市治理流程再造， 更创新项目管理

方式， 在组织架构、 人力资源、 信息安全、 技术规范、 资金筹

措等方面给予保障， 配齐配强力量。

市政协委员刘建民以建立共建共享的城市建筑安全体系为

例， 建议实施全民常态化安全教育， 建立政府有关部门、 基层

社区、 学校、 居民、 企业物业、 第三方监管平台等联动机制，

以精细化网格共同参与和治理建筑安全， 也共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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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临港：水在城市中“吐纳自如”
水之于临港， 是眼， 也是魂。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是一座平地而起的滨海未来城， 东临
东海， 南与嵊泗及大小洋山岛隔海相望。

曾几何时， 水， 对于临港也是困扰。

一方面， 临港是应对夏季台风灾害的前沿
阵地； 另一方面， 上海地质地貌有 “三高
一低” 的特点———土地利用率高、 地下水
位高、 不透水面积高和土壤渗入率低， 一
遇到短时强降雨， 易造成内涝。

为此， 如何使 “这块已经吸饱水的海
绵” 还能继续吞纳雨水？ 伴随着临港的各
方面建设， 这里展开了一场历时三年多的
“海绵城市” 建设攻坚， 通过构筑生态文
明体系 ， 将科学技术与城市发展有机融
合， 一片 “韧性城区” 如今赫然眼前。

海绵临港 ， 在平衡顺畅的 “一呼一
吸” 间， 水生态、 水环境、 水安全、 水资
源的美丽图景正化为普惠民生的美好现
实， 让城市更具韧性与弹性， 也更带着温
度落地。

水资源汇入“聚宝盆”

口袋公园，零星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

在高楼云集的超大城市内， 它的功能远不
止于人们繁忙工作之余的健身漫步场所。

位于古棕路的临港家园社区有 1 ?
多居民。 以往， 每逢暴雨倾盆， 路面总有
几厘米深的积水， 居民抱怨不堪。

暴雨尽管平添麻烦， 换个视角， 它就
成了城市的宝贵资源。 为化解老旧小区地
面易积水、 屋面易漏水的难题， 规划设计
师将 “海绵城市” 理念融入改造中： 让口
袋公园变为一块会呼吸的海绵， 将多余的
雨水收蓄， 必要时再吐纳出来。 例如， 在
公园内搭起郁郁葱葱的 “绿化屋顶”， 下
雨时， 水滴落入屋面， 茂密的绿植将雨水
牢牢收蓄， 若有多余， 再通过雨落管排至
附近的雨水花园内。 屋顶漏水？ 没了！

附近的路面， 多出了纵横交错的慢行
步道。 若将一瓶矿泉水洒在步道上， 不出
几秒钟就渗透得无影无踪。 不同于普通的
钢筋水泥， 这些步道均由彩色透水混凝土
构成， 兼具柔韧与吸水， 不仅走得舒适，

也不易积水。

还有颇具特色的“生态停车位”。 车位
中央，经过特殊培育的绿植郁郁葱葱，能有
效防止干旱和内涝。下雨时，一部分雨水直
接被车位下的植物和土壤吸收， 多余的雨
水则由排水管输送至附近的雨水花园。

增强生态屏障“锁水力”

天要下雨， 地要盛水， 人有对策。 如
果说， 过往时代雨洪管控体系依靠的是畅

通的下水道， 那么， 21 世纪， 融入了科
技理念的 “海绵”， 则是代表未来环保趋
势中的一种 “城市韧性”。

在全国 30 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
中， 临港是面积最大的区域， 共有 79 平
方公里 。 按照国家 “渗 、 滞 、 蓄 、 净 、

用、 排” 的六字方针， 临港提出了 “源头
减排、 过程控制、 系统治理” 等海绵城市
建设实施策略。

设计师透露说， 建设海绵城市就要有
一个 “海绵系统”， 既包括河、 湖、 池塘
等水系， 也包括绿地、 花园、 可渗透路面
这样的城市配套设施。 通过构建?体化的
“海绵系统”， 使城市变成容量巨大、 可往
复回逆的 “蓄水池”， 减少城市建设对自
然生态的破坏。

试点范围内， “一核—两环—六楔—

多片” 的海绵城市自然生态空间格局已初
步完成： “一核”， 指滴水湖水生态敏感
核心； “两环”， 包括临港森林通廊的外
围生态环带和玉环带城市公园环带； “六
楔”， 是以橙黄绿青蓝紫六条河及周边绿
地空间形成的楔形绿地雨水滞蓄净化缓冲
带； “多片”， 则指试点区范围内主要的
集中建设空间。

113.5 公顷的春花秋色公园是一个
成长性郊野公园， 设计师通过对水系、 驳

岸、 湿地、 林地、 地形的梳理， 在起伏的
绿地景观中采用了湿塘、 雨水花园， 调蓄
量达 4000 ?方米。值得一提的是，湿塘采
用千屈菜、矮蒲苇、香蒲、再力花、金娃娃萱
草等植物与景观置石相搭配，鱼类、虾、贝
类形成生态景观， 这套综合生态系统既能
够调蓄和净化公园自身的雨水径流， 也能
为周边地块提供调蓄和净化的作用。

生态河道、 亲水平台、 湿地湖面……

这不是普通的公园绿化 ， 而是 “海绵校
园” 上海电机学院。 通过布设人工湿地、

雨水花园、 浅层调蓄等设施， 校园可利用
自然循环调节雨水， 下雨时吸水， 晴天时
释放水用于植物生长。 据介绍， 这一改造
将使校园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 85%， 年
径流污染控制率达 60%， 区域排水系统
将达到 “五年一遇不积水， 百年一遇不内
涝” 的目标。

好案例层出不穷， 一些可复制的经验
也在这里被不断挖掘总结， 加速海绵城市
建设。 近三年，临港已完成 26 个既有住宅
小区海绵化改造，总面积 200 公顷；新建、

改建海绵型道路 36 公里，新开河道 40 多
公里，新增调蓄湖面 51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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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设计/李洁 冯晓瑜

■本报记者 史博臻

上海市 “一网统管” 市域物联网运营中心内景。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临港主城区二环城市公园带西侧内完工在即的景观桥。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凝聚人心共识汇聚智慧力量开启新征程再创新奇迹
（上接第一版）市政协要在中共上海市委

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服务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以高水平

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 ，守正创新 、深耕特色 、打响品

牌，为上海开启新征程、再创新奇迹凝聚

人心共识、汇聚智慧力量。 要抓住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契机，加强初心使命教

育，筑牢统一战线政治圆心。 要围绕融入

服务新发展格局，坚持双向发力，助推上

海改革发展在大变局中把牢主动权、开创

新局面。要聚焦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深

耕专责主业， 切实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

国家治理效能。要坚持改革创新，打响工作品

牌，努力推动上海政协工作走在前列。

受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委会

委托，李逸平向大会报告市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

应邀出席大会的市领导还有： 郑钢淼、

吴清、翁祖亮、周慧琳、诸葛宇杰、胡文容、凌

希、朱芝松，徐泽洲、沙海林、蔡威、高小玫、

肖贵玉 、莫负春 ，舒庆 、彭沉雷 、陈群 、汤志

平、陈通。

殷一璀、吴志明，刘晓云、张本才，黄德

华，老领导叶公琦、陈铁迪、龚学平、蒋以任、

冯国勤等也应邀出席大会。在沪十三届全国

政协委员应邀列席会议。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今天开幕
（上接第一版）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泽洲 、

沙海林、 蔡威、 高小玫、 肖贵玉、 莫负春

在大会主席台就座。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市十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主席团昨天举行第一次会议。 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主持会议。

会议以鼓掌通过的方式推选李强、于绍

良、蒋卓庆、徐泽洲、沙海林、蔡威、高小玫、

肖贵玉、莫负春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会议通过了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

分组名单。

会议决定 （按姓氏笔画为序） 李碧影、

陈靖 、 郑健麟 、 赵奇 、 赵卫星 、 胡劲军 、

顾洪辉、 曹扶生、 蔡忠、 燕爽为大会副秘

书长。

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曹扶生关于

会议?程 （草案） 的说明， 通过了大会?

程。 会议决定本次大会代表提交议案在 25

?下午 15 时截止。

会议决定了大会表决议案的办法。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上海市第十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定于今天上午

9 时在上海世博中心开幕。 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中波 990 千赫、 调频 93.4 ?赫， 上视

新闻综合频道、 法治天地频道、 东方网等

主要网络新媒体以及上海发布微博、 上海

人大网， 届时将现场转播大会开幕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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