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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在今年春节后，杨浦区凤南一村将启动拆除重建，有居民憧憬

未来：“将来我住6号楼，空间好、视线好，看得见黄浦江。”这个《上海市

城市更新条例》生效后全市最大规模的拆除重建项目，将来能眺望到的

那段滨江岸线，正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首提地杨浦滨江。

这里也是市人大代表许丽萍联系的社区。跟踪调研过程中，她被

社区干部与居民共同拥有的一股精气神打动，正是这股子精气神推动

凤南一村拆除重建项目创下最快实现征询、签约、搬迁3个100%的速

度纪录。

这让许丽萍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蕴含的巨大力量有了新认识，“是

支撑上海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基石，也是投入最小的治理成本，实现

高效能治理与最佳获得感的新模式。”

今年上海两会现场，代表、委员结合履职观察与思考，共同热议城

市治理的力量源泉。代表们提出，大城善治，既要凝聚人心形成共识，

也要总结经验落实制度，让“人民建”与“为人民”有机融合，构建人人参

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三会”上云吸附年轻人

“好的民主制度不能只用来做盆景，应该实现遍地开花。”市人大代

表张丞俊是年轻的“小巷总理”，他任职的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在20余

年前社区改造与治理中摸索出了引导居民自治的“三会制度”。如今，

“三会制度”已被写入《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形成9个操作环

节，保障所有居民全程来参与社区治理，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一代社区工作者，也令“三会制度”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工作日

年轻人都出门上班了，只有退休的阿姨爷叔来参加‘三会’。”张丞俊介

绍，召开“三会”常受限于场地与召集时间，青年人主张无法得到呈现，

相关部门便启动建设“云三会”，居民可通过社区云现场查阅各会议的

资料、投票和公示等文件，公开透明，且方便引导社区年轻人、上班族关

注和参与社区治理。

美丽家园建设中，要为小区安装路灯，老年居民参与线下讨论时提

出路灯不能影响一楼居民休息，这条建议被记录并上传至“云三会”，张

丞俊没想到这条建议引起了众多年轻居民的共鸣，他们进一步提议可

在居民楼附近安装草坪灯，既美观又不影响低楼层居民休息。“年轻人

通过‘云三会’融入社区治理，他们的想法又让整个小区增添了活力。

每个人的想法都得到尊重，合理建议被采纳，一来二去，老年人和年轻

人都愈发愿意投入到建设和管理共同家园中。”

细部发力实现更大效果

一个小区能通过一盏草坪灯凝聚人心，而一座城市运行与治理则

需要更系统更细致的考量，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

譬如，上海正全力推进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建设，是“一

张床、一间房、一套房”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示

范标杆项目，解决一线劳动者的安居宜居问题。这也成为不少代表、委

员关心的民生大事。

王延华委员走访了多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独立卫浴、

家电齐全、可拎包入住，为城市一线工作者营造便利之家、温馨之家，给

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基于惠及更多民生的角度，他建议在新增的保租

房项目中，明确规定要有一定比例用于“一张床”产品。此外还可利用

好存量资源，包括各区现有的闲置厂房、仓库或园区办公楼，进行改造

和装修，尽可能地就近服务于劳动者们。

黄罗维委员建议，探索运用金融手段，把企业资金引入租赁住房市

场，有效发挥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作用。今年相关的建设目标已敲定：

上海将建设筹措7万套（间）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供应“新时代城市建

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3万张以上，建设筹措保障性住房1万套以上。

在发力增量的同时，黄罗维认为管理运营方面也应尽快跟上，全方位提

升建设品质、居住体验。

城市更新是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的重要手段。市政协委

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蔡永洁表示，相对于具有标志性

和速度优势的“自上而下”大型建设项目，“自下而上”的小型更新项目，

以其多元特征和灵活的特点有更强烈的适应性，体现出对市民日常生

活需求的充分关注。

他建议从3个途径发力：切分更新项目，将其化整为零、化大为小，

吸引小型民间资本进入城市更新；创新土地混合使用模式，探索生活友

好型的小微餐饮与居住的融合，鼓励建筑内功能混合的模式，推动产城

一体的宜居型城市建设；适当地修正与此相关的城市建设规范，保证功

能混合建设的落实。“项目变小了，才能做到精和细，从而产生多样丰富

的效果，为城市增添活力。这将是未来可以采取的以共建共治推进城

市更新的策略。”

既局部探索也整体推进

制度设计、法治保障、协同立法，治理共同体更需要制度保障……

两会现场，不少代表委员纷纷提出，现有的城市治理鲜活案例值得进行

更深入“解剖”，或是形成体系，或是写入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与保障。

“航空航天人才聚居的社区，会有哪些需求？”有人大代表在闵行区

调研党群服务站点建设情况时目睹了这样一个特别故事——人群需求

与实有人口登记情况大相径庭，明明年轻人为主的社区，提上来的竟然

全都是老年人的需求。

进一步深入调研，揭开了“老漂族”的故事。原来，为了帮助工作繁

忙的子女分担家庭事务，老一辈从全国各地涌入，成为社区最主要的居

民群体。需求和背后的原因明晰了，党群服务站点提供的公共服务才

能更有针对性。“建设党群服务站点不仅仅是‘水泥黄沙石子’”，代表们

认为，城市治理既有硬工程也有软治理，应通过制度设计来充分落实人

民城市理念，打通自上而下的资金安排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

“部门之间的立法协同，才能促进政策理念的高效落地”，市人大代

表王颖以城市更新为例，新旧政策之间相互制约、不够协同，是构建城

市治理共同体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政策高效落地、持续创新，才能

积极激发与调动各类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譬如，当前上海城市更新往往涉及风貌保护，按照现有审批流程，

必须先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才能申请召开专家评审会。“但实操

过程中与常规的开发逻辑又有冲突。”王颖建议，在多维度多层面加强

各部门协同，建立务实管用的跨部门联合操作模式，在一个平台上推

进，取得最大公约数；与此同时，整合完善形成有系统性和针对性的政

策包，多渠道听取难点和卡点，反馈形成改善机制，从而持续有效地解

决问题、疏通障碍。

许丽萍代表认为，人民城市的核心要义是城市建设依靠谁、为了谁、

怎样建设，重要理念融入城市建设与治理的每个环节，既要局部探索也

要整体推进，上海需要有更为健全的制度体系，包括创制性地方法律与

相关配套制度，不仅是民生兜底保障，同时更需要鼓励探索创新模式。

一方面，上海已有较为成熟的制度依托载体，包括5000余个“上海

人大代表家站点”、市人大常委会25家基层立法联系点、人民建议征集

平台、12345市民热线、人人议事厅等，是广泛听取民意、集聚民意的重

要载体，今后要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议政的热情，完善提出建议、办理

和反馈的闭环机制。与此同时，要有的放矢地关注重点领域，比如聚焦

公共政策制定与效果评估、重大工程确定与绩效评价、民生实事工程确

定与效果评估等等。

此外，还要重视理论研究。大大小小的城市治理探索，可为理论研

究提供极具价值的样本，而理论研究成果可进一步指导人民城市建设

的实践。

人民建、为人民，构建“四个人人”城市治理共同体

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有一串“圈儿”。

数字场景圈，针对老人日常生活、办事的高频事项，以

数字赋能养老应用场景，如智慧食堂、智慧出行、智慧康养

运动；数字学习圈，将掌握数字智能技术作为老人跨越“数

字鸿沟”的重要法宝；数字陪伴圈，通过建设“数字伙伴微站

点”、培育“数字伙伴微志愿”、落地“数字伙伴微项目”，让有

需要的老年人随时在身边找到能提供帮助、解决困难、共享

服务的场所和志愿者。

这些实实在在的获得，由众人商量而来，更是共同体的

力量。

共同体，不止于“人”的集合，更是理念和规制的认同。

曹杨新村街道全天候开放的“域—片—线—点”四级党群服

务阵地和人民城市客厅体系，就设在工人新村，涵盖人大基

层立法点、政协委员工作站、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站等功能，

成为群众家门口建议征集、协商议事的重要阵地载体，培育

民众的主动意识。

“人民当家作主”有了法治保障，也实实在在演绎出“共

同体”内涵——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搭建和完善中织

密城市主体间链接，凝聚力量达成共识，最终转化成为治理

合力，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

治理共同体。

颗粒度破题“过大”与“过小”

几年前初来乍到，曹杨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许春辉走

遍了这片以“劳模新村”著称的土地。始建于上世纪50年

代的曹杨新村，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首个工人新村，街道

也因此得名。2.08平方公里的土地有63个自然小区，常住

人口约10万。

“一头是熟人社区，淳朴情怀；另一头，是亟待谋划的社

区更新，缺什么又该怎么补。”在这走走停停中，许春辉发

现，这儿也面临颗粒度“过大”或“过小”的窘境。这也是很

多专家都提及的超大城市共性问题——“过大”是指对于整

个城区而言，市民共享诸多公共设施和服务，但独门独户，

让个体行为对于他人和城市的影响微乎其微，城市公共参

与度低；“过小”是指对于居民生活的圈子尤其是小区而言，

居民间易产生龃龉，事无巨细都在基层，治理难度大。

破题路径，就是研磨颗粒度，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通

过凝聚不同主体的认识，达成城市共同体的共识，通过协调

不同主体的行为，形成城市治理的合力。

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了抓手，这个设在居

民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先后开展了300多场、逾万人次

参与的立法征询、执法检查、普法宣传、座谈交流等活动，

参与82部法律法规立法征询，提出意见建议1884条，被采

纳295条。

“有啥不满意，立马有表达的渠道。”在《上海市养老服

务条例（草案）》征询过程中，对于群众反映较多的老年人

“叫车难”，借助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工作，这儿在全市率先落

地“一键叫车”智慧屏，助力老人便利出行。源园社区成功

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也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中，通过街道领导居民区接待机制，针对助餐布局盲点建成

“曹杨幸福饭堂”，被选为市级优秀人民建议。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许春辉敏锐捕捉到老年群体的社交情感需求。他

开始思考老年群体对于聊天社交的需求，对于跨越数字鸿沟的需求。

参与感让居民变“合伙人”

年过七旬的杨叔，家住南梅园居民区。最近他发现，身边爱下象棋的老

邻居都爱往外跑。一问才知，社区多了个老年友好Citywalk（城市漫步）数

字学习圈。街道创新推出“做一天曹杨人——长者智能技术提升微旅游线

路”，体验花溪园“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寻访劳模工作室、感受中邮科技设在

礼泉路的快递分拣中心。老杨也兴致盎然地加入。

其中还有让老杨印象深刻的一站——曹杨百禧公园。土生土长的老杨

对这儿不陌生，这里最早是真如货运铁路支线，后改为曹杨铁路农贸综合市

场。这个880米长、宽度介于10米至15米之间的狭长空间，被重新规划建

设为一个全新的、多层级、复合型步行体验式社区公园绿地，形成“长藤结

瓜”般的南北贯穿步行纽带，连接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

“边角料空间”的活化利用也给了老杨和老伙伴们启发：“我家小区的废

弃天井，能不能也改造成特色花园？”建议一经提出，很快得到社区居民一致

同意，说干就干，从效果图的设计、资金扶持，到物资捐赠，各方合力，最终将

南梅园居民区后一处废弃天井，打造成“共享后花园”。

施工单位结合居民的需求和意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小投入、大变

化”。考虑到活动场地在室外，又以社区老年群体为主，天井地面的铺装采用

了青色防滑砖，两侧的花坛里种上了绿植花卉，两新企业捐赠了桌椅、遮阳伞

和秋千椅。“这个‘后花园’增进了居民间的交流互动，大家成了‘合伙人’，常

在这儿聊聊天，讨论社区事务。”南梅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杨磊很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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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曹杨新村街道。 （受访者供图）

▲▲上海正全力推

进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

理者之家建设。

本报记者 袁婧摄
▲百禧公园涂鸦廊。

 成套改造后的曹

杨一村。

（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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