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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去年作为新任全国政协委

员，我没有提提案，一直在不断学

不断悟。今年想关注孤独症患者

这个弱势群体。”全国政协委员、闵

行区莘庄镇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

书记张军萍，这几天正在忙着为下

个月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作最后

的提案准备。

“我认识一个孤独症家庭，妈

妈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但是孩子

已经长得人高马大了。等到妈妈

老了，照顾不动这个孩子时应该怎

么办？”张军萍介绍，关于孤独症群

体，除了自己认真做了调研以外，

闵行区政协也一直在关注并作了

大量调研，他们也提供了一些材

料。在此基础上，我希望能够建立

健全一个以政府主导、社会协同、

家庭共助的援助体系，并且积极构

建筛查机制、康复培训机制等。

扎根基层超过二十年，张军萍

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社区群众。她

认为，委员履职和日常社区工作是

有机融合的。社区就像一个社会，

有不同的人群，有多元的主体和需

求，老百姓对社区有多种多样的期

待。在社区治理中，同样也要思考

如何让更多老百姓参与进来，要用

好“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把金钥匙。

去年全国两会闭幕后，张军萍

回到上海就在康城社区启动了“美

好社区合伙人”计划。通过社区党

组织来搭建平台，把“你的事我的

事”变成“我们大家的事”，然后让

更多有想法、有能力、有一定专业

背景的居民或志愿者能够在这个

平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军萍说：“我们一直在做人力

资源的工作，去充分挖掘社区中的

能人和达人，你要知道每个人他从

事什么领域，是什么专业，他有什么

特长，这在社区治理中是可以发挥

大作用的。”如今，“美好社区合伙

人”已从最初的88人发展到108人。

在上海康城这样一个超大社

区，业委会选举工作和业务会履职

到不到位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问

题。去年8月份，上海康城第五届

业务会换届选举开始。张军萍也

一直在思考，如何选出合适的人

选，怎么样符合上海超大城市的治

理新路径，如何把专业化智能化科

学化在基层落地等。

“经历五个多月，选举非常成

功，我们也做了一些突破和创新。”

张军萍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党组织要把好流程关和人员

关。在整个过程当中，要让大家都

知道，让大家都参与。

“但是，业委会作为一个自治组

织，管理上没有更多的抓手，这也是

一个全国性问题。”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张军萍也一直在斟酌关于业委

会的相关建议。 本报记者 屠瑜

“以居民期盼为念，以居民满意

为标杆”，农历新年的首个工作日，

随着匾额从半马苏河驿站 ·1690党

群服务中心筹备组临时办公室的墙

上被缓缓摘下，这座超大社区旁的居

村党群服务中心终于落成，等待开门

纳新。中远两湾城5万居民多年来

的夙愿终于在龙年新年实现。

80余岁高龄的老党员陈步君，

开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准备为

全区“第二梯队”授课。作为社区金

点子“老法师”，他一直以“第二梯

队”的身份活跃在社区治理的第一

线。如今，“老法师”要有“新徒弟”，

他将作为普陀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百位名师”之一，用自己的亲身经

验，孵化培育更多的“治理力量”。

跳出固有经验破解痛点
超大社区有超大社区的痛点，

老年人的就医需求、社区里的用餐

需要、小孩子的幼托教育……在其

他社区看似常规的问题，在这里则

以几何倍数被放大。就连“每百户

不低于3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阵地”

这个基本标准，在中远两湾城庞大

的人口基数面前都显得捉襟见肘。

一边是百姓的急难愁盼，一边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普陀区决定跳出

原有经验的桎梏，在物理小区之间找

寻一个中间点，一站式集成党群、政

务、生活、文体等综合功能。2000余

平方米室内空间，价廉物美的“两湾

食堂”犒劳着“两湾人”的味蕾；便捷

可达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小毛小

病”在家门口就可以“药到病除”；社

区一站式综合服务窗口，集成各类办

事功能，居民不用再“跑断腿”……

这些功能的设置并不是“一头

热”的“拍脑袋”决定。5次社区代

表座谈会、217次登门拜访式调研、

1600余张调研问卷，中远4个居民

区党组织、32个微网格、96个楼组

的党员骨干在一次次“铁脚板”的丈

量中、问需里，把一句句家长里短化

作了1690的蓝图。

1690这个名字也由此而来：1

代表一个居村党群服务阵地旗舰

站，6代表市委党建引领六大工程

的普陀实践，9代表为民服务九大

功能，0则是“四百”大走访零距

离。巧妙的是，1690更是苏州河两

湾段的岸线长度。

居民参与激活“神经末梢”
在“过日子”的问题上，政府无

法大包大揽。党组织搭平台，社区

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恰恰能够巧解

家长里短。像陈步君这样的居民自

发参与社区治理的案例越来越多。

1690党群服务中心刚落成尚

未开放之际，社区自发成立的舞蹈、

绘画、太极拳等社团主动“找上门

来”，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

上过电视的“围棋社团”，一群原本

集聚在咖啡店内下围棋的“社区国

手”，终于可以在家门口有一块专业

化的场地并“一决黑白了”。

社区内发掘出的能人达人逐渐

成为社区活动的带头人，越来越多居

民通过兴趣爱好的纽带重构熟人社

群，在居村党群服务阵地的助力下，

社区自治的力量正重新凝聚在一起。

提升社区治理“民生温度”
在甘泉章家巷小区，居民区党

群服务中心通过叠加学习、就餐、休

憩、康乐、颐养、健康等为老设施，实

现硬件软件同步提升，努力打造宜

居、便捷、智慧、乐活、共享的实景

化、沉浸式的为老服务样板小区。

在上海中心城区最大、青年租户

占比80%以上的公租房社区——长

征馨越公寓里，阅心书斋、馨悦坊等

一系列空间改造，为青年人送上了交

友、交流、专业研讨、法律咨询和人才

服务等急需的功能。如何留住青年

租客、留住人才，正成为居民区党群

服务站的全新课题。“通过居村党群

服务阵地这个关键枢纽，发挥群众智

慧，汇集各类资源，是获得疏通城市

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密码。”普

陀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

同社区有着不同的服务需求，分类施

策、因地制宜才是关键。今年，普陀

区将分门别类出台居村党群服务阵

地建设标准，健全多元力量赋能的

运维保障机制，通过职能部门配送、区

域单位共建、社会力量补充，形成需

求、资源、项目清单，真正激活社会治

理的“神经末梢”。 本报记者 解敏

全国政协委员张军萍将履职和社区工作有机融合——

把“你的事我的事”
变成“我们大家的事”

凝聚居民自治力量 破解超大社区痛点
1690党群服务中心今落成，中远两湾城5万居民多年夙愿终实现

▲ 昨天晚上，虹桥机场T2航站楼国内到达航班信息屏

显示航班密集抵达，出口处乘客络绎不绝

▲

出租车乘车点车辆充足，乘客排队坐车顺畅

虹桥枢

纽昨晚迎来

春运以来返

程客流的最

高峰，晚上9

时到11时之

间，每小时到

站客流突破3

万人次，航班

密集落地，高

铁通宵运营。

为做好

地铁、出租车

等市内交通

与铁路、民航

等对外交通

的有效衔接，

地铁延时运

营，属地闵行

区及多部门

紧密联动，加

强现场调度

和秩序维护，

畅通市民旅

客返程的“最

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市内交通有效衔接铁路民航
畅通旅客返程“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叶薇）春节后开

工第一天，上海优化营商环境7.0版

出炉。为更好地服务上海“五个中

心”建设和城市核心功能提升，上海

将持续打造贸易投资便利、行政效

率高效、政务服务规范、法治体系完

善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上海连续7年在新春伊始的全

市大会上，讨论一个老问题：如何进

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自2018年1.0

版到2023年6.0版，上海共实施了

951项任务举措，营商环境显著改

善。比如，打造了全国首个全环节、

全类型、全天候企业服务平台“上海

企业登记在线”，各类企业通过这个

平台采用全程网办方式办结设立、变

更或注销登记业务已超36万件；市民

可在全市830多个行政服务中心或

社区服务点自助查询或打印本市房

屋查询结果；全市221个街镇共建成

就业服务站点227个；市区两级累计

296项政策服务实现“免申即享”；累

计发放企业“服务包”3.3万件……

7.0版《行动方案》主要措施包

括对标改革提升行动、企业服务提

升行动、监管执法提质行动、区域标

杆创新行动、营商环境协同共建行

动，聚焦企业关心的问题，强调系统

集成、持续迭代升级。市发展和改

革委介绍，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文件

就是要通过逐年升级，持续把工作

做实，推动问题更好地解决。去年

6.0版的行动方案中，208项任务举

措已全面完成。今年7.0版方案提

出了150项任务举措，体现面向社

会和经营主体，立足于社会看得懂、

企业有感受，重点纳入企业和社会

各界关心的任务事项，政府部门内

部的工作则不纳入。

7.0版围绕企业发展需求，注重

推动解决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

竞争、权益保护、诉求处理等难点痛

点问题，事项安排小切口、具体化。

比如，在市场准入方面，将系统提升

“上海企业登记在线”服务品质，全面

落实名称申报承诺制，完善核名争议

解决机制，适时开展受益所有人信息

备案，全面推广“一企、一照、一码”应

用，探索推动企业登记信息变更后在

有关部门业务系统中自动更新；在获

取经营场所方面，要推出“一站式”统

一产权负担等尽职调查在线查验平

台；在公用设施服务方面，在线集中

公布水价、供水可靠性、水质等信息；

在国际贸易方面，要引导企业运用

“快速审核+ERP联网”模式提交减免

税申请；在涉外服务方面，建立上海

市外商投资企业标准化协作平台，推

动重大外资项目尽快落地建设，推动

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五星

卡”在沪落地更多便利化应用场景；

在监管方面，对信用良好的企业实施

“事件触发式”检查，动态调整失信惩

戒措施基础清单、探索失信行为纠正

信息共享等便利化措施。

在服务企业上，7.0版更强调政

策延续性和可达性，比如在“企业服

务提升行动”中提出，要整合集成线

上线下涉企服务，鼓励政务服务与

企业服务融合，全面升级打造“惠企

政策一窗通”品牌，赋能园区成为服

务企业的超能“店小二”。直接服务

企业的大多是园区（楼宇）一线工作

人员，7.0版提出给园区赋能，就是要

联动各方服务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上海7.0版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今出炉

   项任务举措让企业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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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