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占悦

编 辑/李欣泽
视觉设计/瑜晓瑜

全过程人民民主www.whb.cn

2022年1月23日 星期日

首例横跨两区地块的“城中村”邹家宅安置房项

目于近期开工，居民们迎来新生活；人行天桥逐个安

上新电梯，特殊群体不再“过街难”；医院、社区、风貌

区小马路经由梳理街区交通动线，“盘”出宝藏停车

位……今年上海两会上，“全过程人民民主”再次成

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奋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的上海，

在桩桩件件民生实事“解难啃硬”中，回应着民生民

心关切，承托着市场主体期盼，助力城市最小细胞的

协商共治，更在解决民生难题中寻找到经济社会发

展新动能，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当下，依托遍布全市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依托各

种云端平台以及移动端小程序，结合城市数字化转

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载体大为拓展，也丰富了时

代内涵——确保重大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

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体现“人民至上”重要理念。

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也是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130把钥匙“盘”出翻番停车位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梅芳里，与沪上大多数老公

房小区类似，居民们“苦停车难久矣”。但在这里，一

次次居民联席会议商讨出“130把钥匙”新举措，成

了破解难题的方案。小区施行昼夜错时错位停车，

由物业将闲置车位和公共空间腾挪出来周转。门卫

室安装木板墙，车主们将钥匙“托管”，交付的是信

任，盘出高效周转的停车位。小区流动车位数“翻

番”，从原先81个提升至170个。

科学民主决策，焕活了城市治理最小单元的自

治潜力。放眼全市，共商共治下的“治理力”成为缓

解各类社区矛盾的“调和剂”。

老大难问题被逐项“啃硬”破解，获益的不只是

居民，还有广大市场主体。

仅颁布施行一年多，《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在去年迎来修改。这在上海立法史上并不多

见。此次修法，既是对广大市场主体呼声的迅速反

馈，更基于扎实的基层调研。正式修法前，充分发挥

全过程人民民主，让广大市场主体和相关部门结合

实际提出意见建议。全市共30个部门新增制定或

修改133项配套文件，覆盖《条例》56项条款。

“调研中发现，规资、房管等部门通过一系列改

革措施，实现了现场办结、只跑一次，大大提升了市

场主体的感受度。”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崔明

华介绍，《条例》修改后明确，企业设立试行名称申报

承诺制和企业住所自主申报制，推广实施开办企业

全程电子化。

盘点去年以来上海市人大的几部重大立法，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理念，紧扣社会脉搏、城

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理念也延伸至一部法

规的全生命周期。

买杯咖啡停车可还行，代表有
了市民信息员

近期热火的电影《爱情神话》中，一位爷叔因想

靠边停车却被执法人员叫停。现实中，常有人因急

事想临时靠边停车，却得到一张罚单。

一条罚单量居高不下的小马路，其背后究竟是

道路规划设置不合理，抑或是治理不够精细？市人

大代表许丽萍希望，未来借由“两张网”，能够做出分

析，针对市民关注度靠前的问题，人大代表们及时跟

进调研，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借由线下、线上的充分互动沟通，更多市民信息

员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践行者。“过去履职全

靠会场建言，如今我可以随时随地收到市民诉求与

建议，还能迅速了解跟进情况。”许丽萍说，市民和代

表24小时“零距离”。她的微信好友里，就添加了不

少市民信息员。去年引起社会热议的上海千余条无

名道路纳管问题，就是其中一位市民向她“点对点”

提出的。

今年上海两会上，她拟提交《基于数字化赋能，

进一步提升人大工作综合效能的建议》。其中特别

谈到，针对立法涉及的关键问题、热点问题、有争议

问题，可利用大数据进行问卷分析，推动民主立

法、科学立法再上台阶，让代表履职与为民解忧充

分接驳。

跨区“城中村”终得改造，“啃
硬”攻坚有了底气

在连续追踪了四年后，市人大代表沈寅终于在

《关于加快启动邹家宅“城中村”旧区改造建议》的办

理情况上勾选了“满意”。

“城中村”邹家宅改造，面临着超乎寻常的困

难——由于横跨徐汇、闵行2个区，土地权属格外复

杂。去年底，在市人大代表、居民以及相关单位合力

推动下，邹家宅终于迎来“新生”——动迁安置房项

目正式开工。预计明年底，居民们便可回搬。

改造中，相关部门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关注项“置

顶”。垃圾厢房设在哪儿、楼栋朝向如何设计、小区出

入口怎么划……种种细节均根据群众需求及时补

足，一点点提升设计图精度，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新年伊始，浦东新区东方路、栖霞路路口，又一

座人行天桥成功“加梯”。全市层面，38座天桥无障

碍化改造工作已列入改造计划，首批14座天桥改造

工程近期将陆续启动。去年，上海市人大专门将道

路人行天桥无障碍化改造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项目加以推动。一次

次专题推进会，邀请人大代表、群众、相关部门等一

起商一起议，先后协调破解了改造项目遇到的需求、

资金、标准、审批等各种痛点、堵点。

面对民生领域的“老大难”，全过程人民民主也

让人大代表们有了更多底气，每次发声、每份建言，

都带着热乎乎的民心民意，也助力汇聚各方智慧，破

解难题，让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盈。

确保重大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群众声音，体现“人民至上”重要理念

真进展真获得，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

“我们的声音会被听到，我们的‘金点子’

也会被采纳！”

让丹麦人李曦萌直呼“意想不到的”，

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生动

实践。

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上海，吸引着海内

外人才。大约十余万外籍人士常年居住于上

海，他们在这里成就事业、安居乐业，将上海

视为“第二故乡”。

特别是在上海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

实践地的过程中，他们“入乡随俗”充分参与

进来，依托邻里互动、社区自治共治等平台，

贡献自己的智慧，其中个别“金点子”甚至还

被写入了中国法律。

土耳其担保银行股份公司上海代表处首

席代表诺扬 ·罗拿，于2018年针对《个人所得

税法》提出的相关意见建议，被全国人大采纳

并写入相关法条。最近，身为特雷通集团董事

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的李曦萌，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立法意见征询会

上畅所欲言……

外籍居民们真切感受到中国式民主的内

核，纷纷表示：全过程人民民主，每一个人都

可以参与，都能与社会同步，是一个“共识构

建”过程，中国民主由此深入人心、更加完善，

中国形象愈发可敬、可爱。

社区单元格出谋划策，“老
外”成了居委会“编外人员”

社区，上海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格”，拥

有最强大的“牵引力”。从楼道转角的海报告示，充

实日常生活的课程活动，再到共商共议身边事的

新载体，很多外籍居民由此从社区“陌生人”转变

为“老熟人”，与社区“共情”并融入城市发展。

诺扬刚入住长宁区时，看到邻居门上张贴

着“文明家庭”标识。“我也想要”，他便叮嘱家人

守文明、学榜样，慢慢理解这一在故乡不曾见过

的概念。

2000年来到上海时，菲律宾籍人士王煊熔

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家中“四面墙”。尽管是家庭

主妇，但她心中仍想着“看看外面的世界”。借由

一场主题为“好人好事”的演讲比赛，她分享了

自己从事慈善事业的故事。自此，每当社区有活

动，这位热情开朗的“洋太太”总是自告奋勇积

极参与。

与社区的距离近了，也为老外们参与社区

自治共治打下了基础。早在2000年，中文流利

的诺扬，就受邀担任社区“顾问”，帮助居民转达

心愿需求、商讨社区大小事。二十多年来，他“参

与”了古北居委会的“变迁史”——从公共绿地

旁的小空间发展为如今的古北市民议事厅。

议事桌前“头脑风暴”，“金点
子”被写入法条

有了古北市民议事厅，“洋啄木鸟”的身影

就更活跃了。小到社区一颗“螺丝钉”，大到法律

条例等，共商共议中“金点子”多了，他们也成了

城市发展的“特邀动能”。

诺扬与王煊熔刚成为议事员时还有些

“懵”——“只知道这是个沟通商量的平台，为的

就是社区的进步与和睦。”好在他们做起事来可

一点也不含糊。王煊熔参加的第一个大讨论，主

题是“文明养狗”。市民议事厅立刻召开会议，议

事员们现场“出谋划策”：“要给狗狗拴绳子”“在

垃圾桶旁边放置‘便便袋’”“路上设置养宠标

识”……一场“头脑风暴”下来，古北社区《文明

养宠公约》在共识中出炉。

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虹桥街道

设立首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包括王煊熔在内的

不少外籍居民被聘为首批信息员。在这里，他们

的好想法甚至被写入了中国法条。

比如，2018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草案）》进行意见征询，就采纳了来自古北中外

议事员的声音：“垃圾分类是全民大事，应全民

动员，特别要发动企事业单位和居民人人参与，

以点带面才能将工作做深做透。”

事实上，外籍居民们的这些“金点子”全部

源于实践。此前围绕社区垃圾分类，他们就群策

群力，王煊熔提出每层楼都应有一个垃圾桶，保

洁员逐一收集；李曦萌建议将垃圾投放点设在

地下车库；日本人菅沼真理子则分享了干湿垃

圾分类的经验……这些由外籍议事员参与提出

的“金点子”顺利被采纳，并在古北社区全面推

广。等到上海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时，古北社

区早就收获了由中外议事员摸索出来的“治理

宝典”。

朋友圈里纵深拓展，带动更多
人参与自治共治

这两年，老外们的声音也出现在更多领域。

每年市政协会针对外籍人士召开一次建言会，作

为荣誉市民的诺扬，每次都参加并提出建议。他

最近提出一项关于“保护上海传统手艺”的建议，

希望“二次利用”商场闲置空间，让修鞋改衣等传

统手艺师傅获得生存空间。不久前市政协对外友

好委员会举办的在沪外籍人士专题座谈会上，李

曦萌也建议：加快建设面向外国人的公共服务体

系、公共服务载体，推动外籍人才更好地融入上

海——这则建议正是来自于他的反复调研。

因为积极发声，这些外籍居民以亲身经历

带动更多居民参与。身兼志愿者、顾问、议事员

等多重身份的诺扬，每逢周末行程“扑扑满”：来

到中国，就一定要与社会方方面面产生联系，这

样才能真正了解一个地方。越来越多外籍人士

在诺扬的影响下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从一开

始简单的期待，到关注城市发展，他们都提出了

不少具体可操作的想法。”

有人曾问起“为何热衷参与？”王煊熔这样

回答：“立法征询我们的意见，听取我们的声音，

这就是一种尊重。而我的所言所行能为社区邻

里谋福利，又能带给自己归属感与成就感，这就

是中国人常说的‘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贡献智慧、收获归属感，个别“金点子”被写入中国法律

全过程人民民主，老外都说好

土耳其人诺扬 ·罗拿的“金点子”被写入法条。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城市更新中能
否留存弄堂口的修鞋铺、小皮匠？今年上海

两会现场，不少代表委员提出，这座海派城

市要在存量改造中留住“烟火气”。以外滩

“第二立面”更新为例，市人大代表苏梅表

示，区域整体更新要统筹布局好功能业态，

结合“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打造，提升

百姓居住体验。特别是推进过程中，要充分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让各方群策群力，共

商共议。

以外滩“第二立面”为例，实地调研

中，苏梅发现，所涉及更新区域组成结构复

杂，其中既有市级历史文保建筑，也包括不

少二级旧里。目前10个街坊已被纳入旧

改，已经或正在更新。

“风貌区的‘再生’不能仅考虑短期利

益，还要统筹兼顾市井生活、历史文脉保留保

护。”苏梅认为，相关部门要形成“一事一

议”机制。特别是，针对部分老楼，大家共商

共议，思考如何“量身定制”管理办法，联合

开展“技术攻关”。譬如，针对“停车难”，可

通过区域统筹安排，而非每幢楼或每个街坊套

用常规固定指标。再如，在绿化率方面，要尊

重历史和现状，不搞“千篇一律”。

苏梅还特别提出，一栋老楼的“修复”，

涉及方方面面专业细节。她建议，探索试点历

史保护建筑的建筑设计师准入制度，也听取原

住民的意见建议，从顶层制度设计上进一步规

范老建筑的保护保留机制，更好留存住这些老

建筑的生命和生活形态。

右图：徐汇坚持微设计、微更新、微治理和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管理修正的“三微三修”理

念，努力打造全球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和活化的

衡复样本。图为风貌区内经过水泥拉毛工艺复

刻的院墙。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城市更新，能否留住“弄堂口小皮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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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宁金茂府东北侧的325公共绿地地下车库建设项目，旨在缓解周边

区域停车难，让市民享受更加便捷优质的公共服务。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黄浦区百灵鸟幼儿园大门口的彩虹色斑马线，是上海交通部门听

取各方意见，从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入手，打造的慢行交通设施，体现了儿

童友好型街区的理念，呵护“最柔软的群体”。 蔡维帅摄

图춼：瑜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