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

大建党精神孕育地。上海的党建，要走

在全国前列。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党建工作高度

重视、念兹在兹。党的十九大以来，他每

次到上海考察，都对上海党建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的上海，结合人

民城市建设的火热实践，全面强化党建

引领的组织力穿透力，全面提升党建效

能的凝聚力战斗力——不断“上新”的基

层党建，深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脉络；

干部队伍建设指向充满激情、富于创造、

勇于担当；紧抓第一资源，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党的自身建设与自我革

命，驰而不息。

踏上新的赶考之路，面对“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命题，上

海始终把“人民”置于价值序列的首位，

把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充分结合。

9月初，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深化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会议，明确要把党的领导传导到基层

治理的“神经末梢”，提升超大城市基层

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这

也正从一个切面，展现着党建工作的穿

透力与高效能。

保持“赶考”的清醒，增强“赢考”的

思维，锻铸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发展趋

势、赢得人民认可的“应考”本领和能

力。让党的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

势，充分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如此回应好：始终走在前

列，不辱门楣。

锻铸“应考”本领，“主心
骨”强起来

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正打造“基石

工程”，推动疫情防控“楼组包干”经验做

法平战转换，完善居民区党组织、住宅小

区（片区）党支部、楼组党小组三级架构，

全街道40个居民区4300个楼道楼组党

组织覆盖率100%，1704名楼组长、6772

名楼组在册党员及6776名在职双报到

党员沉网入格，带动居民有序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干部下楼、走访上楼；青年下楼、活

力上楼；数据下楼、慧智上楼；民声下楼、

服务上楼——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党工委

以此为抓手，推动机关党建、居民区党

建、楼宇党建、区域化党建“四建融合”，

提升社区干部队伍战斗力，解决了一批

“急难愁盼”：为140户独居老人安装智

能水表，完成全区首个非成套里弄房屋

居住条件改善工程，惠及582户居民。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根基在基层；完

善城市治理体系，底盘在基层。伴随着

基层组织体系和架构进一步严密完善，

党建引领下，基层力量强起来，服务优起

来，治理活起来。

馨逸公寓是上海市筹大型公共租赁

住房小区，目前尚无业委会、居委会覆

盖，在漕河泾街道党工委支持下，公租房

小区建起党支部，流动党员、在职党员到

社区报到，定期开展租户调研，制定需

求、资源、项目3张清单，自此社区有了“党

建+”服务供给机制，以多元共治解决了一

批“烦心事”。

全市层面，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发挥

各级党组织主心骨作用，真正锻铸起一支

“平时服务、急时应急”的攻坚队伍，实现常

态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的双提升。

增强“赢考”思维，走好新时
代党的群众路线

年税收“百亿楼”恒隆广场，与“亩产税

收”同样亮眼的是楼内红色生产力。如今

楼宇党建迈入善治理4.0版本，走出竖起来

的社区，持续赋能周边商圈与街区。

上海解放后首个居委会诞生地——黄

浦区宝兴里，在旧改征收中启用党建引领

旧改新模式，探索出群众工作“宝兴十法”，

创下 172天实现居民 100%自主签约、

100%自主搬离的旧改“奇迹”。

超大城市，从城市天际线，到产业生命

线，再到“一江一河”滨水岸线；从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到代表着新动能的“五型经济”，再到旧

改、老房加梯等民心工程建设，基层战斗堡

垒挺立在发展的一线，啃硬克难的一线。

持续攻坚中、纾难解困中，走好新时代

党的群众路线，就此有了更为丰满和现实

的指征。

增强“赢考”的思维，其关键一点，正是

始终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当下，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深入落实

日常走访联系机制，实行领导干部包保机

制，持续深化“组团式”服务机制，以此强调

回应居民群众诉求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保持“赶考”清醒，抓好关键少数

截至去年底，上海共有党群服务阵地

12457个，构建起“市—区—街镇—居村”四

级党群服务阵地管理体系，构筑起“15分钟

党建服务圈”。经由“党的诞生地”发掘宣

传工程，全市600多处红色革命旧址及纪念

场馆，串联成人们探究、理解、把握伟大建

党精神的载体和主线，更凝结起当下砥砺

奋进的信心与底气。

依托这些阵地，全市加强广大党员队

伍的思想建设，通过输出学习资源、服务资

源，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坚定理想信

念，保持政治定力，鼓励广大党员聚焦重大

项目攻坚克难，奋勇争先，以干事创业的实

绩来校验责任担当与为民初心。

针对党员干部这一关键少数，上海坚

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方针，

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把

“干”的指向与“选”的风向相统一，市委以

干部队伍建设为主题，专门召开了十一届

市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加强干部队伍建

设的若干意见，市委组织部配套制定了17

项细则和实施方案，帮助干部提升专业能

力，也有一揽子具体举措，激发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创新干部管理模式，聚焦推进落

实“三大任务、一大平台”等重大任务，选调

选派干部；深化“班长工程”，推出12个新时

代上海基层党建创新实践基地，让更多党

员干部在大事难事面前、在距离群众最近

的地方，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

全面强化党建引领提升党建效能，不断增强组织力穿透力凝聚力战斗力

结合人民城市建设，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和治理优势

■本报记者 顾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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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夏天，刘媛媛欣喜地发现，

长乐路的梧桐树下挨个开出五六家潮牌

小店，顶住电商的压力，在短时间内赢

得人气。“‘巨富长’的流量密码，就在这

些特色小店的生命力中。”而支撑这勃

发生命力的，恰是这个网红街区的独立

党支部——“巨富长”党支部。90后刘

媛媛，是这个党支部的第一批党员。

“巨富长”，毗邻南京西路商圈。巨

鹿路、富民路和长乐路3条小马路交汇

成一个新与旧杂糅、摩登潮牌与烟纸小

店比肩的街区——170余家门责单位

里，聚集着近30家网红咖啡、餐饮、服饰

等宝藏小店。

业态“新”在哪里，形态“变”在哪里，

党建工作就“跟”到哪里。曾率先探索将

“支部建在楼上”的静安区，探步党建新

模式，迈入“善治理”4.0版本。在南京西

路街道党工委支持下，2019年“巨富长”

街区党支部成立，让区域内各园区、店铺

的“口袋党员”有了归属。如今，支部共

有党员近30名，党组织的强大凝聚力，

促进了街区自治共治的发展。

党建引领下，“自我协商、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商户自治模式逐

渐形成，商户们主动参与街区治理，去年

夏天参与了巨鹿路758园区的更新，为

环境品质提升出谋划策。

小店栉比相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背后离不开一以贯之的“审慎包容”监

管。眼下，商户代表们正共同起草“商圈商

户自治管理公约”，还约定定期开展自治巡

查、自评互评等，自治委员会也与城区管理

联勤工作结对，提供更直接、专业的支持。

区域化大党建，也搭建起政府与商户、

商户与居民间的沟通平台。

刘媛媛工作的一百〇八上苑园区位于

长乐路672弄的弄堂尽头，她和同事们主动

走访周边200余户居民，留下联系方式，“生

活上有啥困难，对我们有什么建议，随时电

话我们”。

园区风景秀丽，数十棵百年老树环抱

散落院内，春夏成荫，总有居民路过往里张

望。于是，依托党建平台，园区结合艺术展

览和活动，定期敞开大门。这样一来，居民

为园区活化提供了汩汩水流，园区也为市

民打造了一个艺术熏陶的好去处。

在“巨富长”，老房子紧挨网红店。“老

房子隔音效果不好，穿透墙壁的噪声影响

居民作息怎么办？”南京西路街道古柏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李真带来这一诉求。区域

化党建搭平台，让双方表达诉求，沟通协

商。很快，居民区和商户达成协议：无门

岗小区弄堂在深夜10点前关闭，街道

也协同志愿者、物业等对卫生和

文明情况加强管理，店铺也将

主动作为，做好顾客的解

释和劝离工作。“从提出

诉求，到最后定方案，

两天时间解民忧，

效率高！”居民表

示认可。

区域化大党建为老街区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王宛艺

▲太平湖畔，中共一大会址与

新建展馆隔街相望、交相辉映，共同

组成中共一大纪念馆。

本报记者 袁婧摄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第一站就来到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总书记指出，党

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基层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拓宽基层党

建的领域，做到党员工作生活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让党员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组织找到家。希望上海在

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上继续探索、走在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