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言中，不少委员提到了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市政协委员刘
其龙认为，加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是一项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很强的工作，要出台
专项规划，构建由小网到大网最后到全网的

构想整体设计，探索形成精细化管理的上海
模式。他建议“一网统管”建成后，应该把治理

延伸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真正实现做强街

镇，做实基础，做活治理。
长期从事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陆月星委

员认为，两张网的构建要有系统思维，既要充
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又要积极创新现代管

理体制，真正形成现代治理模式。“要考虑横
向整合，也要做好纵向连接。”他说，“一网统

管”要“做全大循环、做实中循环、做强小循
环、做活微循环、做深自循环”，每个循环要有

内在良性的动力和活力，要注重激活每个细
胞、每个单元的活力。

市政协委员臧熹调研发现，不少社区“大
脑建设”都是各区街道先试点，标准模式不一

样，数据之间没有办法联通，系统之间无法衔
接。有的街道为了采集小区民情和网格化数

据，自己开发了两个 APP，但只能本街道用，
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他建议对“社区大

脑”各平台资源进行梳理，加强互联共享。

“一网统管”采集信息的保护也是臧熹关

注的问题。臧熹认为，从长远来看，上海应该
加强数据采集，尤其是涉及居民个人数据信

息采集的立法工作，对于收什么、怎么收、谁
来管、谁来用做出明确界定，确保社区智能化

治理在法治化轨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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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市政协会议上的“一分钟发言”火

了。 邵楠委员用“我只讲一分钟”抢到了话
筒， 提出了 71路公交车专用道在公交停止

运行期间向社会车辆开放的建议。

无独有偶，在前天市人代会的专题审议

会上，林龙全代表三次起立要求发言，最后
一次提出只要 “一分钟”， 终于获得发言机

会。 他随即快人快语地提出了“湿垃圾能否

不破袋、定时投放对于上班族不友好、改变
对物业考评机制”三个问题。

这两个“一分钟”在网上刷屏，赢得点赞

无数。 个中原因何在？

首先，两个发言均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直面问题说真话、直言不讳提建议，是邵委

员和林代表的共同特点。邵楠所说的延安路

深夜堵车的问题，或许是一个“盲区”，然而

一经报道，反响特别强烈，说明不少驾驶员
“苦深夜堵车久矣”。 他提出的建议，也很有

可行性。 林龙全所说的垃圾分类的问题，很
有代表性，许多上班族都为小区垃圾“定时

投放”而感到苦恼，现在，终于有人在两会上
大声疾呼“定时投放对于上班族不友好”，不

少网民称赞“人民代表名副其实”。

其次，60秒时间虽短，背后却隐含深入调研
和深思熟虑，唯有这样，才能言之有据，真实反映

民声。 邵楠是一位来自基层的创客，延安路深夜
堵车和公交专用道“太专一”的问题，是他和许多

私家车主以及出租车司机的共同感受，他已连续
提了三年。林龙全是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耀江花

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这个“小巷总理”每天和居

民、物业人员打交道，对垃圾分类最有发言权。

我也曾采访过上海两会多年，分组审议
和讨论、专题审议和会议都是重头戏，也是

代表委员发言的好机会，大多数代表、委员
都有备而来，踊跃发言，言之有物。但也有些

代表、委员发言过于冗长，起承转合，“因为
所以”，不一而足，还有的或许因不善表达，

拿着稿子照本宣科……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用时间来衡量发
言的质量、建言的“含金量”。 不过，两个“一

分钟” 发言在带来两会清新会风的同时，也
对大小会议的主持人提出了要求：给“一分

钟代表委员”更多的发言机会！

“一分钟发言”能不能履行好代表委员

的职责？ 邵楠和林龙全给出了很好的回答。

“我只讲一分钟”
政协委员邵楠连续第三年提议71路停运时段开放专用道

    “我只讲一分钟。”

昨天下午，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举行专题会议，主题为着眼“五个坚持”不断

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市政协委员邵楠在前一位委员发

言结束后，反复用这句话抢到了发言的机会。
他建议 71路公交车专用道在公交停止运行

期间向社会车辆开放。

邵楠说，71路中运量公交是沿上海城市

交通主干道延安路的一条公交线路，从西向

东运营时间为每天凌晨 4：30至晚上 10：30，
从东向西是早上 5：30到晚上 11：30。71路公

交专用车道为中运量公交线路车辆专用，除
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和一些特殊情况

外，全天禁止其他车辆通行。
“71路公交车运行时间在凌晨 4点半到

晚上 11点半之间，不开的时间是否可以把这

条路让给社会资源？”邵楠委员说，每天晚上

在 71路公交车停止运行的时候，延安西路整

个高架线往往也在清洗维护，以至于延安路
上有时会出现深夜堵车的情况。邵楠认为，专

用道空置是浪费道路资源，他建议 71路停止
运行期间公交专用道向社会车辆开放。他说，

这已经是他第三年提这个建议。
邵楠发完言，大家不约而同去看屏幕上

的时间提示，正好一分钟。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 方翔

（上接第 1版）

李强围绕如何把握上海这座城市的特
点、如何体现一流城市一流治理，与委员们坦

诚交流。他说，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重
要窗口。要把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放在

大局、全局中思考谋划，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
形象、传递中国声音，为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作

出更大贡献。要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把人民的向往作为城市治理
的方向，把人民的需求作为城市治理的追求，

把人民的痛点作为治理的重点，把人民的感
受作为检验治理成效的标尺。充分发挥群众

主体作用，更好做到共建共治共享。对城市特
别是超大城市要有敬畏之心。这样一座系统

庞大、川流不息的超大城市，考验着各方面的
治理能力和智慧。要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城

市发展规律，加快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
点和规律的治理新路。

李强指出，体现一流城市的一流治理，要
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牢固树

立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统筹好规
划、建设、管理等各个环节，统筹好经济、社

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发挥好政府、社会、市场
等各方面力量，着力抓好“老、小、旧、远”难题

解决。善于从法律和制度的层面谋求善治，善
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难题、化解

矛盾。以如履薄冰的态度、精益求精的作风、
严而又严的措施守牢城市安全底线。

李强指出，超大城市治理要画好“工笔
画”、像绣花一样精细，以一心为民的真情，切

实做到耐心、细心、卓越心。久久为功、持之以
恒，更加注重在细微处下功夫、见成效，始终对

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要把智能化作为

搞好城市治理的突破口，加快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两张网建

设，切实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
感到受用。

今日论语 “一分钟发言”为何火了？ 邵 宁

专题讨论

一流的城市要有
一流的治理。怎样的
治理才算一流？既要
符合城市的特点，也
要科学化、精细化、智
能化。

昨天，市政协十
三届三次会议举行专
题会议。在主题为“着
眼五个坚持，不断提
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的会场内，
市委书记李强与市政
协委员就这一话题现
场交流，气氛热烈。

3个小时互动，21
名委员发言，专题会议
讨论令大家对上海这
座城市的特点、上海城
市治理的规律和路径
有了更深的认识。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江跃中 方翔

    城市治理科学化的前提是要法治化。市政协常

委胡光建议，在“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之外，上
海应该率先编撰和颁布一部城市法典，形成“一法

通识”，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胡光说，“城市法典”并不是现行法律的简单叠

加。在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第一部“城市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巴比伦古代城市文明的结晶。

现代国际大都市像纽约、巴黎都有“城市法典”，把城

市百姓的衣食住行、就学、就医、养老以及企业市场

准入等最基本的规则编撰在一起，而且每年都会对

法典进行更新和补充。

胡光举例说，《上海市献血条例》规定，献血对每
个市民是自愿的，但是对企业而言，献血是有计划

的，不完成计划将受到行政处罚。“很多企业可能并
不知道这个。像这类法律法规就应该从单行本的法

规中抽出来，集中到‘城市法典’，让每个城市居民和
每个行政执法人员都知道，从而促进依法行政。”

胡光认为，编撰“城市法典”不仅可以梳理与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系统化编定法律，更新旧
法陈规，编撰的过程本身对市民也是非常好的教育。

    “现在做街道和居委会工作太难了。”有着 20

多年社区工作经验的市政协委员陈建兴发言中为
基层诉苦———只要与街道有关的事情就属地化，城

管、民防、河道、拆违、食品、卫生、物业管理、企业服
务、绿化市容等等，连特种设备管理也在属地管理。

陈建兴举了很多例子，比如最近有部门给街道

摊派指标，要完成 ETC安装任务，一个街道 2000个

到 3000个不等，不少居委干部挨家挨户去敲门，甚至
到车库一辆一辆车去看，还被居民误会是在赚外快。

陈建兴说，因为负担过重，上海居委会社工流失

率在 20%左右。有的地方片面强调居委干部的文凭、
学历和年轻化，也导致一些干部走不进居民，个别居

委会行政化趋向越来越严重。在陈建兴看来，新时代
社区干部既要讲学历也要讲阅历和能力，既要讲文凭

也要讲做群众工作的水平，既要年轻化也不能一刀
切。他建议对于那些懂居民、会协调，自己还想干的居

委会干部，年龄大些也不妨多留几年。“要让看到问题
的人解决问题，让贴近群众的人更好服务群众。”

    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服务人口超过 3100

万，交通始终是城市管理难题之一。第一个发言的
市政协委员马驰透露，上海平均每公里道路上就

有 317.2辆车，虽然每年投入百亿元改善交通，但

道路资源远远赶不上机动车增长的速度。在马驰

看来，不仅要从技术手段提升城市运营能力，更要
从社会治理角度重新考虑路权合理分配，建立现

代化交通管理体系。
市政协委员杨雄关注的是交通执法中的人性

化问题。他认为现在道路上禁止停车的黄线画得比
较密，导致部分地段无法停车，不方便老人、残疾人

乘车。在他看来，出行问题代表上海国际大都市的

水平，交通精细化管理中要体现人文关怀，这是一
个服务理念问题。

超大城市治理怎样才算一流？
3小时互动,21名委员发言，市政协专题会议凝聚“上海智慧”

交通管理
合理斟酌路权分配
执法体现人文关怀

基层治理
居委会工作“太难了”
干部减负刻不容缓

法治保障
科学治理法治前行
建议编撰“城市法典”

智能管理
聚焦“两网”提升服务
顶层设计仍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