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汇区多部门联动， 对武康大楼周边及部分路段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

工程开展施工。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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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管理”为上海社会发展指明新方向新目标
2017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海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走出一条

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

理新路子， 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

题。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
城市精细化管理， 必须适应城市发

展。 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

会治理能力，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精细化管理”为上海社会发展指明

新方向新目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新型

城镇化的核心在人，要加强精细化服

务、人性化管理，使人人都有公平发

展机会，让居民生活得方便、舒心。
今年全国两会现场，代表、委员

对“精细化管理”的探讨热情颇高。
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朱国萍代表说：“社区管理要精

打细算， 用最实惠的方式给居民最

好的环境、 最方便的生活空间和最

精准的服务。”嘉定区马陆镇北管村

党总支书记沈彪代表感言：“每一个

发展阶段， 村民对生活的追求都不

一样。作为村干部，我们要适时调整

思路， 直接瞄准村民的期待和需求

去努力， 建设宜居村庄和高质量发

展的村级经济，让村民满意。 ”黄浦

区委书记、区长杲云代表表示，黄浦

区将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和最高标准

实施精细化管理， 在试点区域打造

治理标杆、总结治理标准，以点带面

整体推进， 并完善精细化管理的长

效机制，“要用放大镜找问题， 并据

此开展有针对性的管理。持续发力，
用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做评判标准，
打造精细化管理品牌。 ”

细微处见真章、见真情。 管理是

否深入、是否精细，考验管理者的能

力，体现城市的温度。今年，上海将继

续聚焦生活垃圾分类、 城市架空线

入地等社会治理、 城市管理方面的

短板问题，结合全方位大调研大走访

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有的放矢地

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打通城市

发展中的“堵点”，提升广大人民群众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让市民生活和工

作更便利、更舒心。
（本报北京 3 月 18 日专电）

右图：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的现

实性需求， 要求上海公安必须走精

细化管理之路。 经过两年多的强力

整治， 市民们欣喜地发现： 道路通

行更有序了，出行更安全了，城市也

更干净了。 图为在淮海中路黄陂南

路路口，车辆、行人通行有序，展现

了申城交通的秩序之美。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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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左邻右舍艳羡的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

民区又有了新亮点———经过一个月的集中整

理， 全部 15 户居民的天井窗户一一封平， 其

中 5 户人家主动自行施工， 其余 10 户也都积

极配合。 日前， 这里顺利通过验收， 成为长宁

区首个无违建居委会。
全国人大代表、 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

国萍说， 存量违建较少， 拆违速度又快， 多亏

了虹储的好底子———居民积极依法参与共治自

治 ， 邻里友爱互助 ， 环境安静安全 、 整洁有

序。 “居民都知道， 环境好对谁都好， 所以，
遇事都愿意商量沟通。 我们虹储居民区是一个

熟人社区， 大事小事都有诉求渠道和着落， 什

么事都能一呼百应。”
朱国萍 1991 年到虹储小区担任居委会书

记时， 小区有三家物业公司负责 62 个门栋的

管理。 但是， 遇到路灯坏了、 大门关不上、 道

路坑洼等问题时 ， 居民却常常找不到人来处

理。 居委会只得接手， 为小区保洁、 绿化和保

安， 物业公司则负责各自范围内的保修工作。
这些年， 在各级政府支持下， 虹储居民区

建起老年活动室、 图书馆、 社区服务分中心、
健身场地、 亲子乐园， 以及 “虹储十景” 系列

绿色景观小品等 ， 方便居民生活 、 学习 、 休

闲 、 娱乐 ； 另外 ， 朱国萍还协调完成了小区

“平改坡” 和 “三水一气一路” 等大工程。
生活环境改善， 基础设施升级， 服务能力

提升， 但是， 小区物业费却 20 多年不变， 居

委会每月收取每户 8 元保洁和保安费用， 无论

三房还是两房一年都只需交 96 元； 直到今年

1 月， 条件成熟后才移交给物业公司管理。 那

么， 这些年的社区开销从哪里来？ 朱国萍说：
“想尽办法开源节流。” 她认真梳理社区的公共

空间， 规整改造边角料， 腾挤出 80 多个停车

位， 既解决 “停车难”， 又增加社区公共收入，
用于绿化、 保洁、 保安等支出。 “社区管理要

精打细算 ， 用最实惠的方式给居民最好的环

境、 最方便的生活空间和最精准的服务。”
虹储居民区的账目多年来坚持公示于民，

让社会各界监督 、 跟踪 ， “社区管理没有秘

密， 账本都晒给老百姓看， 花了多少钱、 做了

多少事， 明明白白。” 朱国萍的初心得到居民

的信任和支持。
现在， 虹储共有 6 位居民区干部， 以 “80 后” 居多。 在传帮带中 ，

朱国萍最常跟年轻人说的就是 “三勤”： 嘴勤、 手勤、 脚勤。 “看到居民，
我们要勤开口打招呼、 问候， 你热情， 别人就不会太冰冷； 看到阿婆拎了

重东西， 就上去帮着拎， 经常弯弯腰、 举举手、 握握手； 别泡在办公室，
经常到居民家串串门， 小区各个角落兜兜看看， 大家碰面多了就成老朋友

了， 一回生二回熟。 要和居民交心交朋友。”
“居民区工作事无巨细， 都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样样都得上心，

要说辛苦也是真的； 但只要你用心做， 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有了获得感， 他

们会尊重你、 支持你， 帮着你做， 那就一点都不辛苦了。” 朱国萍笑着说。
（本报北京 3 月 18 日专电）

130 场垃圾分类公益宣讲走进申城 2017 爱心暑托班，向孩子们播下垃圾分类

知识的种子。 图为孩子们将模拟实物的小卡片扔进分类垃圾桶。 傅国林摄

且看基层如何拆解“最难啃的硬骨头”
徐汇区对标“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要求，以独具匠心的“绣花”功夫

推进落实架空线入地、垃圾分类工作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坚定追求卓越的发展取向”，这也体现

在一座城市对于精细化管理的实践探

索中。 架空线入地、 垃圾分类……基

层的探索纷纷瞄准了这些 “最难啃的

硬 骨 头 ” 。 匠 心 独 运 、 针 走 民 心 的

“绣花” 也由此被演绎得格外生动。

■ 架空线入地，落得
“精准且漂亮”

徐汇区架空线入地整治工程指挥

办公室墙上贴着两张照片， 主角都是

武康大楼， 一张摄于今年 3 月 5 日，
另一张摄于 13 日。 两者比对， 清晰

可 见 ， 原 先 武 康 大 楼 周 边 蛛 网 般

“结 ” 在空中的管线 ， 部分已消 失 。
天际线逐渐舒朗， 这幢九旬老楼的背

景 “颜值” 也越来越高。
记者日前从相关部门获悉， 在巴

士集团、 交投公司、 电力公司、 信息

管线公司的大力支持下， 徐汇区率先

启动了淮海中路 （华山路—陕西南路

段） 电车电力触线拆除工作及淮海中

路、 武康路架空线入地及合杆整治工

程。 相关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
这两天， 路过武康大楼附近， 你

看到的是施工人员正 “掘地三尺” 排

管布线， 你没看到的是之前准备工序

的复杂艰难。 现场施工人员透露， 正

式开工前， 曾尝试着在淮海中路上掘

过三个孔———“打开一看， 地下情况

太复杂， 远超想像， 根本无法施行排

管 ‘手术’。”
这个小插曲恰恰印证了 “很多年

前就想做架空线入地， 却没能做成”
这一 “业内传说”。

徐汇区建交委主任罗鹏翀这样作

比喻： 架空线入地， 这是一块最难啃

的硬骨头， 尤其在历经岁月沧桑的历

史风貌保护区， 无异于在跳动的心脏

上动手术 。 难 做 ， 主 要 基 于 这 些 原

因： 地下，管线密布，空间狭窄，轨交

线、电力电缆线、通讯信息线、上下水

管、燃气管等纵横交错，要见缝插针排

布管线尤其困难；地上，电力线入地需

要新建、改建变电站，新空间选址难，
且施工需要占用车行道和人行道，白

天尽量不影响交通出行， 晚上又不能

干扰周边居民休息， 可调配的时间和

空间极度有限；空中，纵横密布的各类

管线、各种探头，多杆合一、多箱合一、
多头合一难。 据透露，经初步排查，以

武康大楼周边为例， 绕在空中的管线

中大约有 20%属于无主管线，亟待清

理。而剩下的管线要全部入地，找管位

难，即便找到管位，落实好排布，还有

一个新老管线信息“瞬间交割”问题，
要尽量把对用户的影响降到最低。

“要么不做， 要做就从最难的事

做起， 从最难的路段做起。 啃最难啃

的骨头。” 按照市委、 市政府统一部

署和要求， 徐汇区已制定架空线入地

及合杆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计划三年

内开展 57 条道路、 约 66 公里架空线

入地及合杆整治工作， 力争内环线内

架 空 线 入 地 率 达 80%以 上 。 其 中 ，

2018 年计划以衡山路-复兴西路风貌区

为核心开展重点整治， 计划开展 24 条

道路、 约 27 公里的整治工作。
武康大楼周边率先启动整治工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楼南侧，余庆路至高

安路之间的一段淮海中路，长 670 米，马
路南侧的人行道板尤其狭窄，除去不可

动的树穴空间，宽度仅 50 厘米，所有施

工工程都局限在“螺蛳壳”里。 经过前期

反复勘察与排摸，目前已在密布的地下

管网中逐步定位落实了新的管线通道，
相关工作正稳步推进。 大楼北侧的施工

空间和条件相对南侧略有“宽裕”，有望

通过三周左右时间， 将密布大楼外墙的

各类信息管线全部“移植”入地。
根据开工一批、 推进一批、 研究一

批的要求， 徐汇区自今年 3 月起每月开

工一批道路， 首批道路包括淮海中路、
岳阳路、 武康路、 肇嘉浜路、 湖南路、
嘉陵路。 在推进架空线入地过程中， 注

重 “四个同步”： 充分发挥社区规划师

的统筹引领作用， 让架空线落地 “落得

漂亮 ”， 与风貌保护 、 城市设计同步 ；
与业态调整同步， 推进摊亭棚、 店招店

牌、 街边绿化整治提升； 与垃圾分类整

治同步； 与小区综合治理同步， 改善小

区居住环境， 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 体现城区温度。

■ 垃圾分类，分得 “智
能且便利”

居民辛辛苦苦将垃圾分好类， 垃圾

收运车一来， 全部统装统运， 居民傻了

眼： “说好的分类， 然后呢？”
今年 1 月中旬， 徐汇区 18 辆湿垃

圾收运专用车 、 13 辆有害垃圾收运专

用车全部投入运行。 以往垃圾统装统运

的尴尬境况由此终结， 在垃圾收运端，
实现了干垃圾、 湿垃圾、 有害垃圾、 可

回收物的分类收运 。 目前 ， 该 区 首 批

106 个小区成为垃圾分类精细化试点小

区， 年底全区 937 个小区将实现垃圾源

头分类全覆盖。
要实现垃圾源头分类， 必须完成两

个闭环。 徐汇区绿化市容局相关负责人

解释， 首先是垃圾分类的收、 运、 处环

节， 这是大环境的闭环； 其次， 是居民

家庭的收、 存、 投， 这是个人、 家庭参

与分类的具体操作路径， 是小闭环。 特

别是个人 、 家庭的小闭环 ， 要 达 到 目

标 ， 必 须 在 以 往 操 作 模 式 上 有 所 突

破———从 “依靠人” 逐步向 “解放人”
转变， 让分类能分得 “智能且便利”。

据介绍， 目前很多小区在垃圾分类

上借助熟人社会 、 人盯人的做 法 ， 比

如， 个别小区垃圾厢房早晚定点开放，
由志愿者在一旁值守，监管、指导居民分

类投放。尽管这一模式也取得了成效，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被动。 徐汇区正

借助智能化设备， 探索垃圾分类投放迈

向“解放人力”模式。比如，居民普遍反映

湿垃圾破袋投放比较麻烦， 现有的一些

设施，无非将垃圾桶粉刷得好看些，一旁

设置洗手装置等， 不能从源头上提高居

民的投放意愿。 据透露，徐汇区相关部

门与企业联合研发的 “机械臂 ”即将装

入垃圾厢房，自主接受居民的袋装湿垃

圾，然后再内部进行破袋，湿垃圾入桶，
吐出塑料袋另作投放。 再比如，很多居

民小区装干垃圾的那个桶永远是最容易

满的，对此，拟对部分小区进行垃圾厢房

改造， 引入立体泊车的概念， 对满溢的

垃圾桶及时更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