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茛上世纪 90 年

代末以来，发轫于五

里桥街道的 “三会”

制度开启了基层民

主自治新模式。图为

五里桥街道春江小

区内，新增的便民凉

亭成了居民们休闲

纳凉的公共空间。

本报记者 袁婧摄

70年，上海居民区自治种子不断获得滋养
从首个居委会以“居民福利委员会”的名称诞生，到“三会”制度普遍推行，再到确立居委会特别法人身份

就在2018年， 上海市民政局将首张

居委会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书， 颁发给黄浦区外滩街道宝兴居民委

员会。这里，是上海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的历史起源， 未来也将寄望开启社

区治理的新篇章。

“居委会是最直接、 最深切感知百

姓所需的地方。 有了这张 ‘特别法人身

份证 ’， 居委会就能更有效筹措资源 ，

更精准对接需求， 更顺畅地为群众办好

事、 提供服务。” 宝兴居委会主任这样

理解。

这个场景，很容易让人回溯当年。行

至今日， 自治基因还在这片土壤中往深

扎根、向上拔节———不断自我更迭创新，

顺应新需求推送新模式，在全市、全国范

围内推广， 为城市社区进一步创新治理

理念和方法提供典型示范。

曾经， 这里的每栋房
子都推选出了居民代表

宝兴里，位于金陵东路、福建南路、

浙江南路、宁海东路围合之间。

解放初期，这里治安混乱，环境也

差。当时各种市政管理机构尚未建立，

许多居民日常生活问题得不到及时解

决。 管理只能“自给自足”：彼时，宝兴

里每幢房子推选一名居民代表， 选出

了17位居民作为“福利委员会”委员，

下设治安、卫生、文教组。

福利委员会成立后， 里弄面貌焕

然一新。干部、民警一起帮助居民打扫

卫生、疏通阴沟、维修旧房。 福利会大

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调动群众积极

性努力调解各类纠纷。

在福利委员会助推下， 宝兴里率

先融入新社会，建设新社区。1949年12

月30日，文汇报记者杨苇堤采写了《宝

兴里换了新面貌》；1950年2月，文汇报

又刊发长篇报道 《从宝兴里看里弄组

织》推广“宝兴里”经验。

1951年4月，福利委员会改名为居民

委员会。

城市社区治理及居民
自治的清晰年轮

如果说， 宝兴里是上海居民区自治

基因的萌生阶段， 那么这颗执着而坚强

的种子在此后70年得到了岁月最好的滋

养和灌溉。

何蓉蓉，宝兴居民区原党总支书记。

从小辫子姑娘到花甲老人， 扎根社区近

40年没“挪过窝”的她，见证了城市社区

治理及居民自治的清晰年轮。

她这样梳理———上世纪50年代至80

年代，随着居（村）委会的建立，社区治理

确立了当时的关键词：卫生、治安。那时，

每周四街巷里都要敲锣打鼓， 把大家从

家里唤出来大扫除，参加治安管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 当物质生活

逐步丰富起来，社区工作重点转移：强调

在党建引领下， 结合各自实际开创特色

工作。很多居委开始“打品牌”，比如宝兴

里的“零火灾”工作品牌。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改造，新

型居住区大量出现，“熟人社区” 格局被

打破，“仅凭一颗真心”不够用了，居民自

治需要更科学更完善的架构和机制。 于

是， 以黄浦五里桥街道为代表的老城厢

里诞生出以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为内

容的“三会”制度，引导居民民主协商，通

过充分沟通协调解决矛盾争议。 宝兴里

也自然建立起了能够有序实现居民区自

治的新机制。

近20年来，管用的“三会”制度也在

不断升级版本，变得越来越好用：从“三

会”诞生之初居民各说各理、相互矛盾，

到后来能高效集中意见、形成方案。

超大型城市社会治理
路径如何筑基

历经沧桑， 如今的宝兴里已是环境

整洁、秩序安定、邻里和睦、生活方便的

市级文明小区。今年三月，它在社区自治

力量的助推下，完成了增设充电桩、改造

水斗等项目。

而在“三会”制度发端的五里桥，每年

共召开30多场议题征询会，征集、解决各

类议题超过500项，帮助居民“攻克”了社

区垃圾分类利用、沿街商铺管理、老旧电

梯维修等新涌现的难题。

70年间，城市自治基因正遵循着拔

节抽穗的生长逻辑———首先密切政府

与群众的关系 ，动员大家热情 ；而后在

特色工作创建中让 “参与 ”成为一种习

惯养成；之后，搭建平台，让群众在实践

中学会准确梳理、表达自身诉求；最终，

把居民群众推向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前

沿，行使民主决策、管理、监督权利的同

时，也学会自我管理、服务、教育及约束

监督。

长期观察研究社会治理、 居民自治

的五里桥街道党工委书记沈永兵这样期

待、展望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的未来：数

十年的实践， 不仅提升了居民的自治能

力，更重要的，为居民提供了参与自治的

组织化渠道， 使居民得到了恰当的基层

民主训练———熟悉了组织的运作规范，

了解了与政府、市场的合作与运作规则，

更通过自治实践培养起规则意识、 法律

意识、协商意识，积累了政治参与的经验

和技巧。 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有了更多

号召力和威信， 领导群众自治的活力得

以增强，将有效推动广大居民有序、高质

量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将如何起步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9春夏研讨会上，智囊高参群贤毕至，为答好
三省一市“1+1+1+1>4”重大命题提供理论支撑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长三角区域由此迎来

新的历史机遇。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要

回答好“1+1+1+1>4”这个重大命题 ，既需

要实践探索，也需要理论支撑。在昨天召开

的以“长三角一体化：理论与对策”为主题

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 2019 春夏研讨会上，

专家学者多方位多角度为长三角一体化建

言献策。

一体化实践可从小到大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

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在主旨演讲中指

出，长三角有五大特征：它是我国城市化最

密集的地区； 是我国先进实体经济的引领

区；是科技和人才的集聚地；是经济对外开

放、对内辐射的龙头；是我国金融服务业的

重要保证。 但徐匡迪强调：“长三角不是现

有的经济总量之和， 而是要通过创新来发

挥更大的作用。 ”

对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如何起步，他

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要贯彻优势互补、

共同提高的原则。 区域一体化发展不是截

长补短，是真正做到开放融合、相互促进、

都有提高。不是搞区域内的行业分工，同类

归并，而是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新发展理念。其次，要突破体制瓶颈，

改变条块分割的现状， 实现生产要素在长

三角区域内有序自由流动。 上海要率先向

长三角城市做好科技、金融、人才服务，帮

助其走向国际市场。 最后，他建议“一体化

的实践可以从小到大 ， 通过试点逐步推

进”。 京津冀城市群有雄安新区作为试点，

粤港澳大湾区有前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

点，长三角也可以在上海、江苏、浙江交界

处划出一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先行试验

区，摸索到一体化的方法和经验以后，在合

适的时间做出规范。

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指

出，应当清醒地看到，2010 年以来，传统意

义的城市化步伐正在趋缓， 流动人口在规模

下降的同时落户城市意愿显著下降， 而人口

向大都市集聚的趋势则进一步凸显。 中国经

济发展逐渐显示出城乡一体化的新特征。 他

认为，因应形势发展，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要抓住“痛点”，适时调整战略重点

或实施方式。他提出，未来我们至少需要从两

个层面着手推进区域内的城乡一体化： 一是

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土地市场一体化。

换一个角度看， 长三角实际上是一个成

长中的世界级超大都市圈， 如何用好这个战

略机遇期？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

锦认为，要着眼增量，着眼新的增长动能，着

眼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比如，加快形成更

多的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他强调，

这个创新中心“不是高楼大厦多，最重要是创

新的生态”。 又如在绿色发展方面，推广绿色

标准、绿色技术、绿色金融等，长三角可以先

行示范，拓展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格局。

善于学习借鉴国际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的事业是向世

界开放学习的事业。 多位学者在研讨会上指

出，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世界上很多国家

或地区适应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发展的战

略选择。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善于学习

借鉴国际经验，选择更佳路径。徐匡迪建议向

欧盟学习， 虽然欧盟各国政策体制完全不一

样，但是商品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黄仁伟研究员

指出，目前，欧盟各国在航空航天、通讯信息、

汽车及重型装备等产业均已实现高度一体化。

核心竞争力和配套体系相结合， 避免重复竞

争，实现优势互补。 这些经验对长三角的产业

规划有借鉴意义。 他认为，长三角到现在没有

一个核心的产业一体化， 重复的产业特别多，

这是长三角长期以来难以一体化的原因之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专家们还指出，诸

如基础设施配套和共享成为产业链基础的大

东京湾模式， 具有多中心城市带和产业带的

加州模式，以金融中心、文化创意中心、教育

科技中心带动制造业和航运中心并向周边地

区辐射的大纽约城市圈模式等， 其成功的经

验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在长三角一体化

过程中， 在更高的质量基础上把它们结合起

来，最终形成一个经济文化社会的共同体。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本报首席记者 杨逸淇

黄浦区，上海城市原点，这里不

仅是全市商业中心， 也汇集了众多

机关行政单位， 而且是上海老城厢

所在。有一条时间纵轴，放在黄浦区

的坐标系中，颇值得回味：

1949年12月 ， 上海解放7个月

后，“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 在宝

兴里宣告成立。 这是上海首个也是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由居民自发成

立的居民委员会。

2006年，上海市民政局发文，将

发轫于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三会”

制度在全市推广。2017年，“三会”制

度写入新修订的 《上海市居民委员

会工作条例》。 2018年，该制度入选

“上海改革开放标志性首创案例”。

从最早的居民福利委员会到后

来的“三会”制度，再到如今的居委

会特别法人身份的确立， 这座城市

对于社会治理、 居民自治的生动实

践和行进轨迹在黄浦区清晰演绎；

它也见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上海这座红色之城顺应不同时期的

矛盾及需求， 对于社会治理方式及

理念的不断发展及自我革新。

著名作家何建明报告文学《浦东史诗》朗读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许旸）“我终于明白了上海

人为什么将最高的摩天大厦称之为 ‘上海中

心’。因为这里，是上海人看这个世界、追求自

我完美、实现自我理想、抵达自我境界的一个

地方。”昨天下午，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何建明在上海中心大厦 126 层参加了他

的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朗读会，他表示，

朗读的过程是对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和浦东开

发开放精神的再次回顾， 也是对改革开放再

出发美好愿景的一次展望。

何建明说，在创作《浦东史诗》的过程中，

他查阅了逾千万字的文献档案资料， 采访了

上百位浦东开发开放亲历者， 多次实地踏访

浦东城乡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现场。那天，他

在上海中心俯瞰上海， 萌生了要在这里举办

一场“离天空最近”的朗读会的愿望。 在何建

明看来，写上海、写浦东是件并不轻松的事，

它的精彩、宏大和史诗式巨变，就像一曲震撼

世界文明史的交响曲。

作为第一部全景展现浦东开发开放历程

的长篇报告文学，《浦东史诗》以独特的视角、

详实的资料和生动的故事反映了浦东取得的

举世瞩目成就。 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讲

述，“史”“诗”结合，凝聚着作家脚力、眼力、脑

力和笔力，真实再现了浦东开发开放“应运而

生” 的历史机遇， 生动书写了浦东开发开放

“与时俱进”的时代风采。 业内评价，《浦东史

诗》既是当代浦东的创业史，更是当代共产党

人的精神史， 代表了当下中国报告文学创作

的新高度。

朗读会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作

家协会、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浦东新区文

化体育和旅游局、 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主办，上海文艺出版社、浦东新区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侧耳工作室承办。 印海蓉、施

琰、陶淳、王幸、朱亚南、臧熹等“侧耳”团队主

播陆续登台， 以朗诵形式再现浦东建设中的

“高光时刻”。 恰如朗读会结尾时的众人 “合

奏”所说：上海———我们中华民族全体人民迈

向强盛的一种姿态的开始和准备！

深化院市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战略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上海研究院揭牌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中国工程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及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上海研究院揭牌

仪式昨天在沪举行。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上海市常务副市长

陈寅为上海研究院揭牌并讲话。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钟志华、上海

市副市长吴清代表双方签约。

根据协议， 院市双方合作共建的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上

海研究院， 将以发挥院士作用为核心， 团结和带领创新团队， 促进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以研究和咨询项目为纽带， 组织开展上海经

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重大工程科技咨询调研、 决策咨询、 学术交

流合作、 人才培养等工作， 探索建立重大工程科技创新平台，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

会议强调， 深化院市合作， 核心是要继续聚焦科创中心建

设，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国家战略需求和上海自身优势的结合点， 协同推进一批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的大项目、大工程。要共同谋划上海服务国家战略的

大思路、大举措。希望广大院士立足上海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需

求、面临的重大问题，借助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上海研究院等

平台，开展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为上海更好地服务国家

战略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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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超级大乐透第 19044 期公告
中奖号码：

03＋06＋10＋12＋31 01＋02

一等奖 3 10000000 元

一等奖（追加） 0 0 元

二等奖 81 687437 元

二等奖（追加） 29 549949 元

三等奖 180 10000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6008098540.80 元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亟需专业人才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成立金融研究院

本报讯 （记者姜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进入冲刺阶

段，对专业人才需求的迫切度也进一步凸显。 2018年，上海金融

业从业人员超过36万，占全市就业人员总数的3%。 而香港、新加

坡的这一比例为5%，纽约为10%，伦敦达到25%。 这是记者从昨

天召开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简称“上海高级金融

学院”）建院十周年大会获得的信息。

会上， 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依托院内专家团队发起组建的

“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正式成立。未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将加

快金融专业人才培养， 并提升其作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智库的

咨询能力。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研究

所、科创金融研究中心、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和中国金融法治研究

中心同时宣告成立。

上海市副市长、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理事长吴清出席大会并

致辞。

1949 年 12 月 30 日，文汇报刊发报道《宝兴里换了新面貌》。▲

■ 要贯彻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原则

■ 要突破体制瓶颈，改变条块分割的现状，实现生产要素

在长三角区域内有序自由流动

■ 一体化的实践可以从小到大，通过试点逐步推进

上世纪 50 年

代初，宝兴里第一代

居委干部在主任单

粲宝家讨论工作。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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