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居民区为行政管理区域的传统

模式正在被打破， 据静安区共和新路

街道介绍， 该街道正在全区范围内率

先试点“善治街区”模式，即将 26 个居

民区划分成 4 个街区， 平均一个街区

囊括了六七个居民区，涵盖了社区、楼

宇园区、商铺、驻区单位等，还将委任

基层干部、商户负责人、两新组织志愿

者共同参与街区治理， 探索 “双街区

长”制。

率先成立“善治街区”共同体

将遴选一批全职和兼职街区长
在今年上半年的疫情暴发之际，

一些街区管理的问题也浮现出来，比

如沿街的商铺不属于居民区管辖，为

此，共和新路街道设立了“点位长”，将

疫情防控的措施覆盖到了所有点位

上。 而在疫情常态化的日常督查过程

中，街道也发现，传统以条线为区分的

督查存在诸多弊端， 比如美发美容行

业属于城管执法，KTV 属于文化执法

大队执法，餐饮属于市场所执法等，在

执法上较难形成合力。

在复盘了疫情期间和疫情常态化

管理的一些综合管理的做法后， 街道

成立了“善治街区”共同体。 在首批全

职街区长、“善治街区” 第二网格长强

碧薇看来， 沿街商铺的管理一直是老

大难问题，以前园区、社区、商铺可能

共处一个辖区范围内，却没有交集，街

区的划分，街区长的设立将让这些“平

行组织”产生“化学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 每个街区还有一

位“第二街区长”。 大宁茶城的“00后”

店主叶诗敏在疫情防控期间是街区一

名热心志愿者， 现在她还有另一个身

份———第二街区的街区长助理， 如今

“街小助”正全身心投入街区治理中。

借了“善治街区”的东风，驻区单

位长途客运站针对沪北居民区的需求

提出共享停车方案， 使停车难题得到

缓解。“我们希望以加强党建引领网格

管理为抓手， 进一步提升街区网格化

管理工作实效， 除了职能部门人员力

量外， 街道包联领导、 城运中心网格

员、党建指导员、党群工作者等也下沉

网格，构建街区综合治理党组织。 ”街

道党建办负责人介绍说。

园务会“驾”起园企“同心圆”

打破园区、社区孤岛效应
率先试点“善治街区”共同体后，

一些典型项目也应运而生， 对这一新

模式有了很好的诠释。

共和新路街道的党群工作者黎冰

冰是“斜杠青年”，现在的她不仅是一

名党群工作者，更是第一“善治街区”

工作站的一员。

黎冰冰说， 街区园务会的全称是

园区楼宇事务委员会， 涵盖了园区党

组织书记、产权方（物业管理方）负责

人、园区党群服务站站长、园区党群工

作者、企业代表等全阵容，是善治街区

中重要的一环。

第一街区的上海国际新媒体产业

基地园区（简称“国媒中心”）是一个

“新媒体 +文化创意”为主题的标杆产

业园区。 2021 年建成后已入驻了 40

余家企业。园区紧邻大宁商圈，却距离

地铁站有着“说近不近说远不远”2 公

里的距离。随着入驻企业的不断增多，

越来越多企业员工面临通勤交通问题

的困扰。

如何让白领更便捷地上下班，解

决“最后二公里”的难题成了第一桩要

事，被街区和园务会提上了议事日程。

街区园务会针对白领需求立即召

开协调会，实地走访听取意见，结合园

区实际情况制定方案，设置多个接驳时

间和站点，灵活运行，适时调整站点和

线路，提升服务质量。 经过努力，今年 8

月底，往返于园区和地铁站之间的暖心

短驳车如期上线运行，给企业员工每日

通勤带来极大的便利。

不仅如此，有了街区园务会，对于

盘活信息库也有了助力。 黎冰冰介绍

说，“有了街区的概念后，园区、社区

不再是孤岛，而是可以资源互享，有了

互动。 ”比如，原本在园区里打造的“新

心驿站”“白领驿家” 等品牌服务项目

只供园区白领“独乐乐”，如今园区内

设立的“白领书屋”“妈咪小屋”“休息

驿站”“心灵氧吧”“共创空间” 等功能

也对街区辖区范围内的共建单位、社

区居民等开放， 让这些场所的利用率

更高。

“现在的社区治理和以前不一样

了， 街区治理更便于解决一些社区问

题，将一些零散的跨社区、跨园区的资

源有效整合起来。 ”据街道党建办负责

人介绍，因为街道辖区内的楼宇园区存

在体量小、分布散、企业小的特点，他们

以街区为范畴， 将单体量较小的园区，

依据相近原则联合组建“园区楼宇事务

委员会”，定期召开民主协商会议，实现

自治管理与有序管理的良性互动。

落地“小哥茶铺”

让新就业群体有了歇脚的地方

快递小哥、 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

体是解决街区的商户、 居民、 白领等

“最后一公里”配送的“摆渡人”，但“歇

歇脚、喝口水”等需求却成了他们每天

的烦心事。借助了街区的资源后，共和

新路街道第二街区的大宁茶城共同孵

化出了“小哥茶铺”，成为了善治街区

的典型案例。

“小哥茶铺”项目负责人顾纬骅介

绍说， 著名的大宁茶城就坐落于街道

辖区内。 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区域化

党建单位的优势， 街道联手上海大宁

国际茶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孵化

出了特色项目———小哥茶铺， 目前已

设置了 5 个茶铺， 其中一个还在升级

改造中。

“这几年，游戏主播、网络主播等纷

纷现身，这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都是我

们需要关爱的对象。 ”顾纬骅介绍说，目

前街道已打造了“新心驿站”服务阵地，

在区党建服务中心指导下统一挂牌，向

周边或途经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提供

如饮水、如厕、充电插座等基础服务 11

项，健身器材等特色服务 2 项，党史介

绍、陈列展示等政治引领服务 3项。

“园区共享停车、‘小哥茶铺’等项

目的成功落地让我们看到了‘善治街

区’模式的可行性。 ”街道党建办负责

人介绍说，“善治街区” 的设立形成了

服务管理的全覆盖， 更形成了社会企

业双向互动的有效治理力量。 疫情防

控、营商服务、社区治理、志愿服务等，

都可以进行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

通讯员 龚新

首批街区长将走马上任
共和新路街道率先试点“善治街区”模式

2021年 3月，受市委组织部、市农业农村委委

派， 市财政局李志光到崇明区向化镇花仓村担任驻

村指导员。 两年来，他时刻不忘初心使命，善作善成，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敢作敢为，坚持党建引领，兴
产业、富乡村、惠民生，努力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软”“硬”兼施，为基层党建注入新活力

来到花仓村后，他发现村里存在党建活力不
足、信息化程度不高、产业现代化不足等问题。 多

方调研熟悉村情后，他决定以党建工作为突破口。

一方面，他独具匠心，创新党建活动形式，激发大

家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他积极改善党员活动中

心的硬件设施。李志光多方联络，最终上海奥拓翰
明电子慷慨解囊，捐助了价值近 20 万元的“智慧
党建”大屏。

吃透政策，立足优势，引进现代农业优质项目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李志光认真

学习政策文件，结合村情，带领村民闯出一条科技兴
农、产业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

心系百姓，利民惠民，多管齐下造福民生

李志光在担任驻村干部期间，利用多种渠道，推
进一批惠民便民项目落户花仓。 在他的努力下，花仓
村建成了全上海市第一家村级“一网通办”事务体验
站和“村口壹站”综合服务平台。

李志光踏实干事、 一心为民的行为获得多方的

认可和支持， 建信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
是其中一支帮扶力量。 他们在花仓村筹建“健康小

屋”，打造“健康生态样板间”，不仅为村民提供健康管

理 + 远程诊
疗服务，还为

全村村民赠
送健康保险，

提高了村民

健康保障水
平，为老百姓
健康管理充
分赋能。

为能全面及时掌握唐镇区域内 233条河道的

水域、水质情况，唐镇城运中心积极借助数字化转型
运用，在智能化河道治理上运用由空中无人机、水下

探测器、陆上巡查员构成的“水陆空三位一体”河长

制巡查体系，空中有“侦察员”、水下有“巡逻兵”、岸上

有“护河队”，开启河流“天上看、云端管、地上查、智慧
治”的信息化管理新实践，助力河道治理取得成效。

“天眼”查。伴随着操控人员的熟练操作，无人机
在水域上空上下翻飞， 不断变换的画面第一时间传

输到唐镇城运中心监控大屏上， 让河道情况一目了

然。 这是唐镇河长制巡查增添“天眼”带来的新成效。

使用无人机巡河的优势在于： 一是河道巡检覆盖面

更广；二是便于在交通不便的河道更深入了解问题。

目前，唐镇每周开展一次全覆盖的河道巡查，不仅解

决了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也大大提高了巡河效率。

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如河面漂浮物、违法垂钓等，

在无人机可视化系统运用平台可实现问题闭环处

置，为巡河工作增添科技之力。

水下测。 今年唐镇在劣五类河道中安装14套水
质监测设备，随时掌握河道水质的溶解氧、浊度等指

标变化， 发生异常即自动报警，“水质监测智慧平台”

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信息技术，提升河道数
字化管理能级，提升河道管理及水灾害防御能力。

道上巡。唐镇通过逐级完善健全河长制，建立以

专业化管理队伍为主，志愿者队伍为辅的基本构架，

多渠道发展“民间河长”，组织形式多样的民间组织

参与河长制工作，如河道管控服务队伍、国泰君安巡
河护河队等， 聚焦河道管护问题， 共同开展巡河活
动，寻问题、找差距、听民声、问对策，以鲜明的态度、

果断的措施、严格的标准，对反馈问题照单全收，逐
一挂单督办、限期整改、验收销号，推动问题立整立

改、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生态”的美丽河景。

日前，“清阅朴读·如是沙龙” 在知道书院的师
觉堂内举行“重温我们身边的传奇人物———董健
吾”分享会，此次活动由青浦区图书馆主办，知道书

院暨青浦名人馆、青浦区民间艺术协会、如是沙龙
协办。

这次沙龙活动邀请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海
市文史馆馆员、 青浦区文联主席曹伟明先生为主讲
嘉宾，并一同分享他所著的儿童绘本《董健吾童年故
事》。 这次沙龙还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董健吾的第五个

儿子董鹏飞老先生，作为特邀嘉宾。

整场沙龙活动以轻松漫谈方式进行互动交流。

沙龙刚开始分享了杨扬、王宏图两位文坛名家对此

绘本的书评节选，然后由书的作者曹伟明先生展开

交流，董健吾之所以成为一位传奇人物，与童年时

祖父母对他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还与江南文化孕
育的熏陶有很大的关联，我们从董健吾的童年可以

看到他的青年、壮年甚至老年。

此绘本中介绍了放生桥、万寿塔、曲水园，这些

古建筑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我们江南文化最有担
当的文化使者，它们始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此书在 2022年引领成长第九届“上海好童书”

评选、阅读推广活动中被评为“上海好童书”，以及
入选 2022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年度推荐
榜”。 沙龙活动中，由青浦文联常务副主席盛玲芳女
士代表青浦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送给董健吾的家
人（董力行、董力强，董健吾的儿孙），以作留念。

已是耄耋之年的董鹏飞老先生清晰记得父亲
董健吾在一些隐蔽战线上的故事，以及父子两人当
年的对话，在沙龙上娓娓道来，惊险，幽默，更让人
深切感受到董健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毫不动摇，

对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在此期间，如是沙龙还请上海市朗诵协会青浦
小组的哈文老师、杨鹏飞老师当场演绎了当年董健
吾与张学良的一场跌宕起伏的对白。

参加此次沙龙并参与互动的共有 26人， 有青

浦区政协原副主席翁志勋老校长，也有刚上学的小

学生，还有青浦区残疾人读书会的成员。

沙龙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来到名人馆内听
讲解员又重温董健吾的传奇故事， 并一起合影留
念。

为弘扬宪法精神， 引导辖区群众
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12月
6日下午，青浦区白鹤司法所联合白鹤
镇平安办等职能部门走进胜新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宪法进乡村”主

题活动。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法律咨询、现场讲解等形式，向
广大群众普及宪法基本知识， 解读和宣传党的二十
大精神，介绍“国家宪法日”的由来和宪法的重要地
位、作用，以及民法典、法律援助法、防骗反诈等重点

法律法规， 让群众对宪法等相关法律知识有了更多

了解，有效提高了群众法律素养和依法维权的能力。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使宪法走进群众日常生活，

走进千家万户， 为促进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法治基
础，也为法治白鹤建设凝聚了基层力量。

守护明天 良法护伴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师生的宪法意识， 弘扬宪法

精神，12月 5日上午， 白鹤司法所联合白鹤小学围

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全面贯彻实

施宪法”，开展了以“守护明天 良法护伴”为主题的宪
法宣传活动。

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与精神，

详细讲解了宪法的概念、 国家宪法日的意义以及与
学生群体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 教育引导同学们在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同时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通过此次活动， 让同学们感受到宪法的神圣与

庄严， 增强了宪法意识， 让法治观念在心中生根发

芽，同时也为积极构建法治校园、法治社会奠定了良
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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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司法所开展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送法进乡村 让宪法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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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镇智能化河道治理形成“水陆空”三位一体模式

青浦区图书馆举行“重温我们身边的传奇人物———董健吾”分享会 驻村也驻心 惠民又富民
———记崇明区向化镇花仓村驻村指导员李志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