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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滨江，正建设世界级水岸。

一头是千年龙华，近2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交织。新

时代文明实践“龙华颂 · 文化街区”将盘活街

区文化服务资源，邀市民游客行走在非遗等文

化体验中，体悟历史底蕴。

另一头，斜土街道最新揭牌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亲邻水岸街区，将打造“一江一河”新时

代文明实践新载体，开展“五宜水岸 · 五彩文

明”街区共建系列活动，文明实践成为城市功

能“软贯通”的内涵支撑。

滨水岸线在硬科技之余，以生活实感勾勒

“眉眼神态”。

徐汇区正创新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

区。眼下，距离徐汇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

街区——湖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梧桐乐 ·

音乐街区”的打造已经过去一年半。当新时代

文明实践特色街区建设走向纵深，常态长效机

制下，有何变化发生？

“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发力点，更有了现实

产出力。”徐汇区委宣传部这样概括：在这一

过程中，徐汇区对城区发展、治理能力、服务

效力都有了全新思考，更加突出人民城市理念

和“全民文明实践”。“文明实践工作重在聚民

心、暖人心、筑同心，成为人民城市建设的生

动实践。”

上海海洋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祖平也说：“新时代文

明实践特色街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有

形、有感、有效的服务，解决群众身边的民

生实事、生活难事。在服务群众、引领群众

中探索出了与超大城市建设相适应的文明实践

新路径。”

为民实效：人人都是文明因子

街区，是由城市道路、河流、人文等边界

要素围合而成的特定区域，是构成城市的基本

单元，是市民居住、生活、工作、休闲的重要

场所，同时也是政策法规执行、公众参与、关

系建立和服务供给的主要阵地。

因此，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特色街区的打

造，首先提倡的就是人人都是文明因子，人人

都是文明实践行动者，推动特色街区建设奔着

人心去、聚着人气干、引着人流走，各街区以

独特资源优势构建区域发展共同体。

如天平街道建设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红

蕴 · 花园街区”，由辖区内文化教育单位、建

设管理单位等机构组成治理共同体，“红蕴汇

新知”讲师团深入开展理论宣讲，将更多街区

红色地标转化为家门口的“红色课堂”。天平

街道还联合市级机关第一幼儿园、高一小学等

打造学校周边新时代文明实践街角花园，组织

学生参与生态多样性探究、绿色环保宣传等文

明实践活动，将未成年人社会实践的内涵向街

区治理延伸。

康健街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康乐 · 书香

街区”，调动“家门口”丰富独有的教育资源

优势，绘制一张康乐书香地图、建立一个书香

街区共治联席会、织成一张书香服务网络、组

建一批书香街区团队、构建一个书香街区运行

机制，打造一片书香街区景致，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以文铸魂。

徐汇区拥有160多个国家及市级科研平

台，汇聚了顶尖科创企业。这一基础上，徐汇

区也正加快产城融合，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进一

步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建设大局。

虹梅街道打造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元创未

来 · 活力街区”，既有元宇宙、集成电路、生

命健康等技术领域企业逾230家，又聚集有仪

电、核工院等大院大所，米哈游、微软研究院

等创新科技企业。“园区+社区”的特征下，

虹梅街道汇聚各区域单位力量，形成更多优质

服务项目更好地服务园区白领和社区居民。还

建立一支“社校企”联动社群，优势功能互

补、资源共享共赢、服务合作拓展、区域联动

发展，白领们对社会文明的感受度明显增强，

营商环境更加优化。

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今年6月，徐汇区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

系列特色街区品牌集中发布。特色街区主要

类型有了丰富拓展：起初，徐汇区根据资源的

支撑度和匹配度，综合考虑人口、文化、产业、

历史风貌等因素将特色街区分为：资源特色

型、服务特色型、文化特色型、发展特色型。随

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区的深入推进，逐步

发展出治理特色型街区，一些原有的社区品牌

焕发新生。

张祖平观察到，徐汇区在总结文明实践和

社会治理的特色案例、经验做法，汇聚各方智

慧力量，创新搭建“实践大平台”，推动文明实

践与社会治理双向融合、双向赋能，激发文明

实践、文明创建的内生动力。譬如，在漕河泾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漕韵 ·法治街区”的建设

中，汇聚街区内丰富的法治资源，推进五个一批

行动，包括培养一批新时代文明实践能人、组建

一批有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推出一批特色街

区实事项目、打造一批特色法律服务阵地、形成

一批特色街区文明实践品牌。

眼下，以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黄红梅为代

表的“红梅花开”志愿服务、“甘棠树下”社区法

官工作室、“耕法 ·红领巾”法学院等法治特色品

牌项目，正在形成街区法治文明服务联盟，成为

街区文明实践和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又如凌

云街道依托“绿主妇”志愿服务团队，常态化开

展低碳环保宣传和社区公益服务，打造低碳治

理和绿色文明项目品牌。

“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区建设能够形成

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居民对社区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助力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进一步促进街区的可持续发展。”徐汇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区文明办主任黄琴介绍，特色街

区是新时代城市文明实践路径的新探索，在巩

固深化前期试点成果基础上，徐汇区委宣传部

（文明办）牵头推出了《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特色街区建设导则》，在创新推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特色街区建设中，坚持“边试点、边总结、边推

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亮点案例，全区

13个街镇将在年底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

街区全覆盖。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徐汇不断加

强区、街镇条块联动，同步推动实事项目建设，

激活街区建设的内生动力。

溢出效应：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的创新探索

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区建设，是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的创新探索——调动了人民群众参

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各街镇及时回应群众呼

声，满足群众需求，增强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

标识度、显示度、贡献度。

在相关学者看来，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

区建设的溢出效应显著。首先，助力了社区治

理。多元治理主体通过整合，共同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特色街区，从而建立更为多元的共建

共治的组织体系，为社区治理赋能。以湖南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音乐特色街区为例，不同“声

部”各展所长，46家单位参与“街区共治委员

会”，推动音乐会走出音乐厅辐射街区，溢出的

不止音符。湖南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海英介绍，

在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音乐特色街区过程中，

以音乐为媒，密切了社区各类组织间的关系，更

好地建立起组织动员、供需对接、协商议事等工

作机制，拓展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

其次，民生服务更为丰富。比如成立更专

业的服务队伍——在建设特色街区过程中，以

街区资源为基础，培育面向城市的一批专业服

务队伍；形成更健全的服务体系——以特色街

区内的文明实践分中心、站、点等为载体，街区

服务队伍为基础，构建资源汇集的服务矩阵，建

立常态化服务机制，畅通服务渠道；提供更高阶

的服务内容——依托街区服务队伍和服务体

系，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核心为城市提供专业

化、精细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

要。譬如枫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健康特色街

区，由中山医院等辖区内三甲医院义诊“便民大

篷车”进街区进小区，文明“大能量”转化为群众

得实惠。长桥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敬老爱幼特

色街区129家社区单位成立“清和敬老联盟”，

以“一企一诺”“一校一项目”回应关照老年群体

各类需求。

再者，也助力了城区品质的提升。在建设

特色街区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徐汇区各个街镇

的街区品牌建设，为城市有机更新提供动力，进

一步激发城市活力。在建设特色街区的过程

中，依托街区特色资源，开展丰富文化活动，提

供高品质服务，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也形成

了更为浓厚的社区文化体育氛围。譬如徐家汇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体育特色街区，充分盘活

了辖区内万体汇等体育资源和场所，群众家门

口有了更多健身好去处。

徐汇区正以文明创建、文明实践为抓手，充

分打开空间、想象与可能，汇聚力量、凝聚人心，

更好助力城区发展建设。

徐汇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懿表示，下一

步还将做优阵地功能、做实服务活动、做强特色

品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区建设基础上，

聚焦群众需求，合理配置功能，把文明实践阵地

建设成为群众欢迎的“打卡地”，以新时代文明新

实践展现上海和徐汇人民城市建设的新成果。

创新探索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区，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发力点，更有现实产出力——

徐汇：家门口新空间，将文明实践转化为群众实惠

思享大学堂——
理论传播进万家

“思享大学堂”品牌项目，借助徐汇区内

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等专业机构的力量，每

月向各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居民区

实践站、文明实践特色阵地配送高质量理论

宣讲类课程，推动理论宣讲向基层延伸，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风尚大舞台——
榜样力量汇新风

“风尚大舞台”品牌项目，通过道德模范

述心声、专家学者话文明、时代风尚微分享、

群文演绎树新风等形式，深化市民修身行动，

以先进模范引领道德风尚，以时代榜样弘扬

道德力量，以共建典型推动道德建设，带动文

明实践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

共享。

美育大课堂——
名家群众面对面

“美育大课堂”品牌项目，利用知名博物

馆、美术馆、剧场、公共图书馆等专业文化艺

术场馆，邀请音乐、美术、戏曲、朗诵、动漫、影

视等沪上文化名家，为市民提供高质量的公

共艺术教育供给，打造群众身边触手可及的

大美育课堂，让更多人走得进场馆、看得见艺

术，提升市民艺术欣赏能力。

文明大市集——
为民服务暖人心

“文明大市集”品牌项目，整合了区域内

各级文明单位和公益组织的服务资源，推出

服务清单，以点单方式把服务市集配送进商

圈、社区、园区、楼宇、公园等，在为民服务中

培育新时代文明风尚。同时打造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文明实践资源供给机制，让基层“零距

离”点单并享受优质服务。

实践大平台——
治理实践双奔赴

“实践大平台”品牌项目，挖掘推出文明

实践和社会治理的特色案例，把汇聚各方的

基层治理经验和智慧，融入全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工作中，推动文明实践与社会治理双向

奔赴、双向融合、双向赋能，培育文明实践的

积极行动者。

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区

徐汇区创新探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特

色街区建设，构建全新的文明实践综合体。

一街镇一品牌，持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在基层的创新探索和提档升级，以有形、有

感、有效的文明实践综合体，构建人人参与、

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区域发展共

同体，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徐汇样本”。

相约   ·文明夜课

“相约158·文明夜课”是徐汇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探索推广新时代文明实践夜间和

假日模式的创新举措。项目以区中心所在的

徐家汇书院（漕溪北路158号）为授课主阵地，

通过“政府牵头、名家互动、社会参与、全民学

习”，组建了由上海市级和徐汇区域内各类特

色文化单位、文博场馆、专业院校、特色院团等

30多家单位和机构、团体组成的徐汇区“相约

158”文明实践与市民修身学习联盟，集聚优质

教育学习资源，建立特色化、多元化、个性化的

晚间课程体系，对接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需求。已推出“美育、思政、科普、阅读”四大

系列课程，每周推出2至3次晚间课程，市民

群众可通过“徐汇文明”小程序免费约课。

徐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

▲徐家汇街道依托

徐家汇体育公园等丰厚

的专业资源建设体育街

区，向街区市民群众提

供体育健身服务。

 徐汇区凌云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低碳

街 区 ” ——“ 汇 龙 艺

塑”装置创意制作。

上海音乐学院携手湖南街道开展音乐街区专场活动，美育楼、音乐城堡、城市音乐会客厅向市民全面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