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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园，外国人眼中的上海，上海人心中的原乡。

豫园街道地处老城厢核心地带，聚集豫园商

圈、城隍庙、九曲桥等上海老城厢文化标志和文化

名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随着城市更新进程加速，豫园街道人口结构和

社区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老城厢正处于一个建成

区、在建区、待建区并存，基础保障、品质提升和

品牌打造协同推进的蓄势蝶变期。

近年来，豫园街道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深

化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部署，

打造基层社会治理豫园样本。豫园街道党工委书记

邵泉畅想，围绕可全面发展、有出彩机会、享品质

生活的“善治豫园”目标愿景，按照“独具东方神

韵的文商旅居融合社区”的区域定位，将豫园地区

建设成为汇聚全球消费动能的新载体、体验愉悦品

质生活的新空间。

擦亮“金腰带”

行走于豫园街道，俯仰皆是历史。

譬如豫园商圈的主干道之一福佑路，自填浜筑

路以来，一直是豫园地区一条重要的商业街，有豫

园商圈“金腰带”美誉。然而，随着线上经济快速

发展，这条串联起豫园花园、古城公园、豫园商

城、沉香阁、福佑路清真寺和7家商厦的福佑路渐

渐失去了往日繁华。

擦亮“金腰带”，豫园街道倾注心血。如今走

在福佑路上，细心的市民游客发现，路面上镶有

各种字体的“福”字，堪称名副其实的“走福

路”。这便是福佑路“一街一路”项目成果之一。

该项目从梳理空间形态着手，对福佑路沿街两侧

立面、道路铺装、绿化景观、公共设施等进行精

雕细琢，以环境整治、文化传承、功能重塑、治理

创新为核心，以“走福路、观福景、逛福市”为主

题，打造“一福路、三福景、五福巷 · 一善坊”场

景，提升街区整体风貌，促进“文商旅居”多元功

能复合提升。

一流党建引领一流商圈治理，在街道负责人看

来，推动“大豫园片区”高质量发展，需进一步整

合资源、增强合力。

去年4月，豫园商圈党建联盟成立，为百年豫

园注入“红色动能”，推动豫园商圈发展开启加速

度。一年来，该联盟以党建为纽带，充分链接内外

部优质资源，搭平台、建阵地、提能级、聚人气、

展风采，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党建引领商圈综合治理

出实招、见实效，有效提升了商圈的环境面貌、街

区品质和治理能级，进一步丰富了黄浦商圈党建工

作内涵。

今年，豫园街道将围绕“一流党建”赋能“一

流商圈”，聚焦提质增效，坚持守正创新，推出思

想类、营商类、文化类、治理类、赋能类5个板块

10项重点项目，共建共享豫园商圈高质量发展成

果，共推共创商圈蓄势腾飞新机遇。

今年也是豫园商学院成立一周年。作为“豫园

新动能”宜商服务品牌之一，豫园商学院致力于通

过汇智、聚思、共创、互融4类互动活动建立起多

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营商服务软渗透，充分发

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助力“大豫园片区”建

设。今年，豫园商圈党建联盟以豫园商学院为平

台，新设对街道营商环境进行沉浸体验、监督反

馈、建言指导的“营商环境体验官”。

由此，豫园商圈党建联盟成为激发商圈发展动

能的“红色引擎”，叠加区域协商共治的功能，不

断放大商圈共治共享的平台效应。

党建聚合力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黄浦区首个新

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党群服务站在豫园街道

成立。同日，黄浦区建设管理党工委和豫园街道党

工委联合成立豫园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党建联

席会议。

组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党群服务

站，是迫在眉睫的探索。

近年来，豫园街道进入多个城市更新项目集中

建设期。1.19平方公里辖区内，共有10个建设项

目，这些项目总占地面积占辖域面积比例达

41.2%，投资体量大，建设周期长，对区域经济发

展转型有重大战略意义。

密集建设周期内，有大量工地建设者、管理者

在此集聚，需要相应的服务供应，邻避效应也必然

带来较多涉建矛盾。如何以党建引领强化条块联

动，高效推动城市更新项目建设，依托党群阵地为

众多外来务工人员做好服务保障，这是街道及建设

管理部门聚焦的城市治理课题。

为此，豫园街道党工委会同区建设管理党工委

联手调研，多次讨论研商，共同牵头组建豫园新时

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党建联席会议，积极回应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的急难愁盼。

该联席会议，整合了与城市更新建设相关的监

管主体、建设主体，链接服务保障等区域化单位，

强化问题导向、系统思维，打造条块协同、多方联

动的责任体系，织密到底到边经络畅通的组织网

络，提升城市更新项目精细化管理效能，精准服务

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营造和谐建设环境，打

造上海中心城区党建引领下条块协同、多方联手、

高品质高效能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的豫园实践、黄浦

样本。

豫园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党建联席会议主

要是由“一平台三组团九项目”组成，以党群阵地

建设、运作体系建设、项目管理建设形成党建引领

条块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推进文明工地创建项

目、综合监管项目、智慧工程试点项目、医疗服务

项目、生活关爱项目、赋能提升项目、“三会”进

工地项目、“九曲桥工作法”提升项目、第二梯队

共治项目9个项目，促进组织互动、工作互联、经

验互鉴、成果互享，推动豫园城市更新，也温暖城

市建设者。

情聚可爱里

城市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考验着

城市治理者的智慧和能力。

豫园街道作为中心城区老城厢，社区形态多元、

居民诉求多样，外来人口约占实际居住人口1/3，“二

元结构”特征明显。以四新居民区为例，住房设施

陈旧，生活空间逼仄，公共空间堆物严重，随迁子

女无人照管等问题突出，一度成为制约社区治理

的瓶颈。

就在几年前，“风铃楼”的故事感动了整个街

区。小岚一家是外来务工者家庭，父母在外工作时

间长，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她常独自在家无人照料。

邻居蔡阿婆就经常为小朋友准备热饭热菜，关心指

导作业情况。久而久之，隔代的“祖孙”发明了互

报平安的风铃暗号：老人早上会把家中风铃挂出，

晚上将其回收，以此告知安好；孩子每天上学放学

也都会摇一下风铃，向阿婆通报安全。

一串风铃背后是善意的涌动、爱心的微光。

四新居民区党总支从“风铃楼”等邻里善举中获

得灵感，在豫园街道党工委领导下，于2018年

推出“情聚可爱里”自治项目，利用“老帮小”

和“小护老”结对形式，促使流动儿童家庭、外

来务工者等融入老城厢，也重塑社区老年群体社

会价值。

如今，“情聚可爱里”自治项目的品牌内涵进

一步丰富深化，将互报平安的“风铃”作为重要标

识，孵化老城厢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情聚可爱里”

品牌IP，并逐步向外辐射品牌效应。邻里互助、

和善友爱的“风铃”精神贯穿到社区治理的各方

面，形成了老旧里弄社区自治的新风尚。

为更好关爱外来务工家庭，豫园街道每年向所

有租户分发专项调查问卷，了解不同群体的实际需

求，组织外来家庭的随迁子女参与社区活动，尊重

鼓励和引导儿童以多重身份参与社区自治议题。

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起“社区快药行

动”志愿服务项目，为居家卧床老人、居住在养老

机构的认知障碍患者等送药上门。让社区外来务工

者家庭从接受关怀到帮扶他人，从原来“闭门不

出”到逐渐成为社区治理主力军，不断增强他们对

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制度机制是长效治理的关键所在。豫园街道

党工委不断优化“情聚可爱里”项目机制。做实

基层民主议事协商机制。为儿童参与社区治理搭

建平台，设置“挖掘社区文化资源”“社区垃圾分

类”等与儿童密切相关的议事主题，推出“可爱

观察员”子项目，打造以儿童为中心的“儿

童+”社区。

做强多元共治机制。依托以社区为平台、社会

工作者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

为辅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五社”联动

机制，聚焦解决青少年成长、适老化改造、优秀传

统文化弘扬等群众身边的“暖心小事”，不断提升

社区居民的公民素养，逐渐形成活力与秩序同频、

发展与治理共振的社区共同体善治新格局。

豫园街道：蓄势蝶变期发展新机遇

红色资源和红色名片是最鲜活、最珍贵的党史

学习教材。豫园街道，上海老城厢所在地，更是红

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

放诸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历史坐标系，对上

海解放75周年的历史回眸中，不能错过一批动人

的本地红色故事，也要关注新时代各方如何在对红

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创新方式方法，使其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

时间回溯至上世纪20年代，作为中共中央第

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在复兴东路

1047弄兰发里3号创刊，也在如今豫园街道辖域

内。彼时，读者认为它是“黑夜沉沉中的‘一线曙

光’”。《向导》周报共出版201期，发行量最高时

达10万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有影响的报纸，

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高君宇、

彭述之等，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马林等也写

过一些重要文章。

包括《向导》在内，中共中央和团中央将一批

机关刊物都交由上海书店发行。巧合的是，彼时的

“上海书店”也正开设在振业里11号，即现在的豫

园街道人民路万竹街附近。

可以说，一批批革命的思想火种，从这里生发

并传播至全国各地，一群群有志之士，以豫园的街

巷里弄为工作间，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发出救亡

图存的时代强音。

在《向导》周报创刊100周年之际，一场名为

《黎明中的向导》的情景剧在豫园街道上演。剧情

以《向导》周报创刊和发行期间珍贵历史资料改编

而成，还原创刊与发行期间发生的故事，让百年后

的当代青年与豫园居民们重温红色历史。

为更好地守护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豫园街道于 《向导》 周报创刊100周年之际发

布和启动“豫薪云展厅”，开启360度VR（虚

拟现实） 线上沉浸式展览新模式，展览强调再

现式、沉浸式、互动式，寓意豫园革命精神薪

火代代相传。“豫薪云展厅”设置有固定展区和

临时展区，定期更换展陈内容，实现线上线下

深入融合，进一步扩大豫园本土红色文化的传

播力、影响力，成为全面展现豫园街道工作的

重要窗口。

由于历史原因，上海书店所在建筑如今已不

复存在。豫园街道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之时，与上海城投置地 （集

团） 有限公司积极开展党建联建，重建红色建筑

上海书店，内设实景重现、史料展陈，全景投影

空间呈现“上海书店”的前世今生，店堂、书架

则按考证复原，不仅传承与致敬红色文化，更填

补了豫园地区红色点位的空白。

“《向导》周报创刊地和上海书店已经成为豫

园地区重要的红色标识。”豫园街道党工委书记邵

泉说，以“善治豫园”为目标愿景，坚持人民至

上，践行为民宗旨，这是赓续红色血脉、延续红色

基因最现实最生动最鲜活的体现。

重建“小小书铺”
赓续红色血脉

俯瞰豫园街道。 豫园小商品市场昔日繁荣景象。

豫园街道往日街景。

社区儿童参与“情聚可爱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