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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既蕴含着上海这座城市的

根本属性，彰显了人民主体地位，也指引

出一种方法论和现实路径。

75年前，宝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成

立。“申城第一居委会”诞生，自治共治的

萌芽在街巷里弄里孕育发芽，有了雏形范

本。从人人避之不及的“低头弄堂”起步，

彼时，居委会干部将自家客堂间挪用作办

公室，从一线的摸爬滚打中磨出“一呼百

应”的经验诀窍。

75年间，“三会”制度、凝聚力工程、

“三所联动”、社区治理学院等一批“上海

首创”生根发芽，丰沛了治理共同体的内

涵和外延。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新形

势、新挑战、新任务，一个个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汇聚起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解

难题、助发展。环境整治、垃圾分类、适

老化改造、基层矛盾化解……巨细靡遗

中，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

全面的民主权利，人民当家做主体现在

方方面面……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

海期间来到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

心，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

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首提

地，上海正努力打造成全过程人民民主最

佳实践地。

始终承载人民的意志、愿望和利

益——人民城市，为人民叙事。

萌芽

老一辈上海人依稀记得宝兴里的别

称——“低头弄堂”。有经验的居民这样

告诫：走进弄堂，先看脚下。彼时，宝兴里

路面泥坑满布，垃圾遍地。脏乱复杂的环

境，令这里治安堪忧。解放初，人们对居

住环境迫切改善的需求，催生了宝兴里居

民福利会的建立。在上海首个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的发起推动下，从全弄大扫除

到合理摊派水电，邻里矛盾有了调处良

方，“低头弄堂”顺利摘帽。

矛盾厘清只是第一步，更深远的影响

是让社区居民对于集体力量有了直观鲜

活的认识。宝兴里，从此成了里弄自治的

代名词。

以宝兴里为代表的最早一批居委会，

一无经费，二无房子，三无设备。可正是

在物质条件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居委会干

部将居民眼中的麻烦事办成办好，更在日

积月累的点滴小事中赢得了口碑和信

誉。大城善治迈出第一步。

抽穗

从宝兴里出发，此后数十年间，上海

里弄内各类基层自治组织如雨后春笋般

兴起。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单位人向社会

人转变，更多矛盾集中表现在社区。扔垃

圾、修路灯……居民们往往分毫必争，社

区情况变得复杂多样，对基层治理手势方

法提出更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在全

国率先探索“三会”制度。追溯缘起，其要

破解的正是“政府埋单办实事，老百姓却

不买账”的实际困惑。

如何让“群众要的”与“政府做的”趋

于一致？事前听证、事中协调、事后评

议，这套居民自我管理“三会”机制在实

践中应运而生。实战中，它既推动了基

层决策更为科学化民主化，也让各类矛

盾在项目推进的每一步都有了可倾诉解

决的渠道。广大社区工作者腾出更多时

间和精力搭建基层治理框架，引入外部

资源等。

更难得的是，“三会”制度的建设

完善逐步在社区居民中播撒了可贵的规

则意识。十多年来，“三会”制度在实

践中持续拓展应用场景，不仅被写入

《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条例》，还入选

了 《民政部100个优秀社区工作法》。

当下，“新三会”制度已实现基层高效

集中意见、自主形成治理方案——密

切政府与群众、与社会各方的关系，

动员起参与治理的共情；依托特色实

践让“参与”成为一种习惯养成，让

各方学会梳理诉求、形成方案、掌握治

理方法；最终，让人民群众走向城市治

理前沿。

为吸引更多有想法有能力的年轻白

领参与社区治理，如今的“三会”制度一路

开到了云端，形式更灵活，能触达解决的

议题更广泛。不久前，五里桥街道一小区

24台使用了20年的电梯齐齐换新，正得

益于“云三会”发挥关键作用。

繁茂

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这个

扎根居民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让很多法

律条文在征询意见阶段就有了实践依托

和鲜活表达。今年3月，《上海市无废城

市建设条例》立法前的一场调研座谈会

上，有社区干部生动地讲述居民为响应

“无废城市”号召主动团购了碎枝机。深

入体验“变废为宝”后，居民们发现难点往

往不在“废”，而在于为“宝”找到合适买

家。建立完善碳普惠机制由此成为立法

征询中的金点子。

今年3月，沪剧《同舟》在虹桥艺术中

心首演，基层立法点的日常被原汁原味搬

上舞台。从打开一把锁解开毗邻小区龃

龉，到各方众筹众议共同办好社区爱心食

堂……精心打磨的原创沪剧，叙述的正是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区发挥作用的那些

事儿。

放眼全市，25个市人大基层立法

联系点持续提质升级，覆盖街镇社区、

产业园区、郊野乡村、行业协会等不同

领域、类型。议什么、怎么议，基层立

法点都能按需“点单”，激发人民群众

首创精神。

目下，上海坚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

融入城市治理全过程、融入人民城市建

设各方面。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凉城新

村派出所，在居民眼中，它更像是一间

“会诊室”。“三所联动”机制下，派出所

民警、司法所人民调解员与律师事务所

律师在此联合问诊，结合情理法理出线

头、捋清思路。如今，这一机制已在全

市推广。

今年4月，我参加外滩街道举办的
慈善晚会，捐出一件妈妈当年织的毛
衣。这是30多年前，她送我的生日礼
物，一直没舍得穿。没过几天，黄浦区档
案馆又来信，想把展陈在居委会的我妈
妈的遗物转移至档案馆保存。

真是舍不得啊！这些年，每每遇到
困难或纠结，我常扪心自问：如果是妈
妈，她会怎么做？

80多年前，妈妈高中毕业，嫁进宝兴
里，成了家庭主妇。那时候的宝兴里和
周围几个里弄，因流氓瘪三多而出名，不
仅环境较差，生活也都困难。邻居烧坏
了锅子找到我妈妈，她就把家里全新的
锅送去；生活困难的邻居说没钱吃早饭，
她拿出三分钱让人买大饼吃。

75年前上海解放，妈妈32岁，正值
芳华，也遇到了改变了她一生的大事。
起初，几名和她一样热心的家庭妇女想
在弄堂里搞卫生运动，一来二去这件事
不仅做成了，还在区接管委员会领导下，
于当年12月成立了宝兴里居民福利委
员会，成为上海首个居民自治组织，也就
是后来的居民委员会，妈妈便成了申城
第一居委会的首任主任。

当年负责接管工作的干部同时也在

观察居民自治组织试点的情况。他们认
为我妈妈能把这件事做好，因为她“一有
能力，二有热情”。

当时有句话形容里弄干部们的工作情
形，叫作“自吃饭，无工钿，倒贴鞋袜钿”。
最初，居委会没有办公地，妈妈腾出我家客
堂间用来当工作间、会议室。当年要开居
民大会，但没有像样的会场，弄堂有口井，
井口放上一块木板，妈妈就这样站上去讲，
她讲的话公平公正，句句落在居民心里。

这样无偿工作了几年，附近一所小
学请她去做老师，还常有居民和居委会
干部来学校找她解决弄堂里的事务。妈
妈没有犹豫，直接辞了这份有工资的教
师工作，回到了宝兴里。

作出这个选择与名利无关，她是发自
心底喜欢居委会工作。我想，妈妈的经历生
动诠释了何为“人民当家做主”，她曾是旧
社会的家庭妇女，解放后有了这一方天地，
可以施展才华与热情，服务社会、发光发热。

妈妈在宝兴里安然走完了她的一
生，而出生在宝兴里的我，则见证了宝兴
里在新时代创下又一个动人的新纪录。

2019年，宝兴里所属金陵东路北侧
旧改项目启动征收，这可是居民们日盼夜
盼的大好事。兴奋之余，各种想法也冒出

来了。有人相互比较，有人也说：“当年你
妈无私奉献，应该给你们多分一点。”

说实话，对于老宅我心存不舍，但夜深
人静，我问自己：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

那段时间，我走到家门口，恍惚间感
觉妈妈仿佛还在客堂间似的，就像她从
没有离开过。妈妈还在的话，她一定会
无条件支持这件事。所以我坚决地告诉
邻居：“我们家按照规定办，该怎么‘改’，
就怎么‘改’！”

最终，宝兴里旧改创造了仅用172天
时间实现1136证居民100%自主签约、
100%自主搬迁，历史性地实现了旧改推进
“零执行”，创造了近年来全市大体量旧改
项目居民签约、搬迁完成时间的新纪录。
今天的宝兴里进入热火朝天的建设，未来
这里会建成一条连通外滩与人民广场的骑
楼风貌旗舰商业大街，成为城市新地标。

曾经，以我妈妈为代表的老一辈宝
兴居委会干部，以“恒心耐心决心虚心雄
心”这“五心”精神，使一条旧弄堂有了新
面貌；新时代的居委会干部又在旧改工
作中总结凝练出旧改群众工作“十法”，
走好群众路线，放大民生获得。从“五
心”到“十法”，我们“申城第一居委会”的
光荣传统和奋斗精神得以延续。

口述人：黄祖菁（黄浦区外滩街道宝兴居委会第一任主任单粲宝之女）

整 理：周 辰（本报记者）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充分发

展和全面实现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是人民民主走向成熟的现实形态。

上海对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作为其

基础的基层群众自治共治的探索，体现

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城市特征。当下，

上海正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随着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实践层层深入，聚焦基层治理

成效和城市治理成效，深刻体现了全过

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

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内涵。

上海对基层群众自治共治的探索具

有光辉和悠久的历史。1949年12月，上

海第一个居民自治组织——宝兴里居民

福利委员会诞生。上海城市基层群众自

治的历史揭开了崭新一页。

75年来，宝兴居委会在群众工作中先

后总结出“五心”精神、探索出新时代宝兴

里群众工作“十法”等。这些实践经验和工

作法宝，是对包括宝兴里在内的上海基层

群众自治规律的总结凝练，也是人民民主

在城市基层社会落地生根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基层治理探索

遍地开花。黄浦区“三会”制度与“四协”

模式、奉贤区村民议事中心制度、浦东华

夏社区协商式治理、嘉定区社区共营实

践、宝山区“社区通”等成果都颇有代表

性。全市层面，伴随上海基层治理体制

的改革优化，上海持续开展“居委会自治

家园”建设，在社区基层治理中探索建立

“自治金项目”，实现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全覆盖，提升了人民城市基层治理水平，

为新时代上海基层群众自治共治向更高

形态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

说，自治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民主

的发展必然要求自治范围和自治程度的

扩展，而自治水平的提高正是民主发展

的条件、途径和体现。

2015年7月，长宁区虹桥街道成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唯一设立在街道的基层立

法联系点。兼具基层、立法、联通属性的

联系点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成为民众

直通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

的桥梁，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的“民意

直通车”，有效参与和提升基层自治共治

水平的助推器和上海实践“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响亮品牌。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首

提地和最佳实践地，上海对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探索既具有地方色彩，也有全局

意义，更有前瞻性。随着城市化、城镇

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

间越来越成为中国民主发展最为重要的

场域。从这一点来看，上海“从过程建构

民主、从结构保障过程、从基层夯实结

构”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路径具有全

局性和前瞻性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了现代民主、社

会主义民主和中国式民主的本质属性。它

既与新中国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的理论、

实践与历史一脉相承，又在新形势、新阶

段下顺应国家建设与国家发展，推进人民

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双重突破。

张树平（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从“上海实践”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周辰

宝兴里公共会客厅悬挂着1949年12月30日《文汇报》对宝

兴里的报道。 本报记者 周俊超摄

朱国萍（左）所在的萍聚工作室，作为基层立法点的信息采集点之一，更能直面“原汁原味”的民意。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单粲宝把自家客堂间用作居委会办公场所的照片原件。

本报记者 周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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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叙事
“三会”制度、凝聚力工程、“三所联动”等“上海首创”生根发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