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李 晖 视觉设计 /窦云阳2020 年 7月 18日 /星期六

要闻 3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两点希望变现实“公共客厅”面目新
杨浦打虎山路双拥街“微整容”造福周边居民

    八十余岁的谈老太在杨浦区打

虎山路上一套二室户里住了廿余
年。去年，杨浦区领导来到江浦社区

开展“一线工作法”座谈会，谈老太
提出两点希望：二楼窗口阳光被大

树遮挡，室内终年阴暗，能不能把树
枝修剪一下；自己和老邻居们住的

房子面积小，都没有客厅，小区里也

没有绿化休闲空间，能不能在门口
的打虎山路上做文章，让老人们有

个地方孵孵太阳、拉拉家常？
最近，谈老太的两点希望都变

成了现实：窗前树枝修剪了，室内亮
堂了；打虎山路上有了健身步道、纳

凉亭和休闲长椅，每天谈老太都要
出门一两次到长椅上坐一坐，和老

朋友们聊聊天，每周两次外出购物
时，也可以一路有长椅歇脚，再也不

怕拎不动柴米油盐。不只是谈老太，
附近的居民们都欣喜地发现，打虎

山路“微整容”后的新面貌太赞了！
这里到底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呢？

江浦路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控江路至辽源西路之间的打虎
山路长约 500米，两侧居民区基本

都是建于上世纪 90年代的第一批
煤卫独用公房，20-50 余平方米的

面积无法满足居民的社交需求。而
且，社区老龄化程度高达 40%左右，

其中还有不少是高龄独居老人，步

行去数百米外的睦邻中心、和平公
园等公共设施不容易，家门口的“绿

化空间+城市客厅”才是最实用的。
去年以来，江浦路街道开展打

虎山路（控江路-辽源西路）公共空
间微更新项目。首先改建了一座凉

亭，并对街面原有的十余组休闲椅

全部更新，又新装了十余组，使整条
街上的休闲椅总数达到 35组。

根据居民意见，这些休闲椅还
充分考虑到了老人使用的需求：长

椅有靠背，腰部还略有弧度，符合人
体工程学原理，让人久坐不累⋯⋯

自从凉亭和长椅建好，谈老太

每天都会出来坐一坐，有时，还会带
着一袋毛豆边剥边聊天，“一个人在

家太孤独了”，有了马路上的“公共
客厅”，老人可以不再闷在家里了。

为整体提升打虎山路面貌，社
区规划师又在公厕前加装了一面绿

化屏风墙，使公厕不再“开门见山”，
有了“曲径通幽”的美感。同时，路面

还改建了塑胶健身步道，与附近小
区的塑胶健身步道“一气呵成”，让

大家上班买菜路上也能顺便健个
身。以前，一些水果店等沿街商铺会

跨门设摊，有碍市容和交通，改造
中，绿化带被整体后移靠近店铺一

侧，人行道被拓宽的同时，也压缩了

店前空间，杜绝了跨门营业情况。

采访这天，恰好下着毛毛细雨。
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的辽源二村第

一居民区党务工作者费志才说，原
先打虎山路挺陈旧，人行道上的花

架都生锈破损了，里面还经常扔着
发臭的生活垃圾，如今，打虎山路越

来越漂亮了，来一番“雨中漫步”也

令人陶醉。特别是，这条路还是“双
拥街”，沿途有反映军民情深的墙

绘、双拥共建图片微展览，景观石题
写“强军梦”，纳凉亭取名“双拥亭”，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他觉得格外亲
切。每次有战友从外地来上海，他都

会带着战友在这条街上走一走，看
一看江浦社区的双拥氛围。

谈老太和费志才道出了许多居
民切身的幸福感受。昨天，江浦路街

道的社区工作者正在这里开展每周
一次的“爱国卫生，清洁家园”行动，

他们告诉记者，自从打虎山路面目
一新后，居民们更加爱惜环境，乱贴

小广告、乱扔垃圾等现象明显下降。
以往一个花箱里能拣出六七十个烟

蒂，如今只有十来个了。数字对比鲜
明体现出家园面貌的变化和居民行

为习惯的双双变化，也是“品质江浦
华彩滨江”这一社区三年行动规划

的生动展现和实践。本报记者 孙云

“私心”到“公心”“沙”里淘出“金”
人民建议“明星”是怎样炼成的？

    开始也许是一份怨气、一次吐

槽，经过正面引导和深入调查，最终
“端出来”的是一份份改进城市管

理、完善社会治理的“金点子”。这种
“美丽蜕变”是如何实现的？

昨天下午，上海市人民建议征
集办公室揭牌仪式举行。记者了解

到，近 10年、30余万件人民建议背

后，离不开一批“建议明星”的执着
推动。从单纯维权的“私心”，到建言

献策的“公心”，他们的一步步跨越
说明：人民建议征集成为公众有序

参与城市治理的最佳通道之一。

“父子兵”上阵
昨天下午，“建议达人”虞国伟

来到揭牌现场。七年多来，他始终热

心参与“人民建议”，还带动自己的
儿子也参与其中，成为“父子兵”。

虞国伟成为“建议明星”实属偶
然。2012年的一个工作日，虞国伟

去居委会办事，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当时，我有些生气，给‘市委领导信
箱’写了一封 159字的短信，反映了

这个问题。”没想到，信发出当天，他
便接到上海市信访办人民建议征集

处同志的电话。
“对方非常客气，首先感谢我反

映情况，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您能
不能对这一现象做一个调查，找一找

背后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经过多
方调查研究，虞国伟提交了一封《关

于切实为居委会减负的建议》。
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成

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
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以及 6个配

套文件，其中提出“减少和规范居委
会台账”等为居委减负的相关内容。

虞国伟感到很自豪，因为其中有他
的一份贡献。

在父亲的引导下，虞国伟的儿
子王于杰也加入到给人民建议投稿

的队伍中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王于杰用这句诗激励着自

己，当生活的“有心人”、社会治理的

“啄木鸟”。他通过广泛的社区调研，
提出“突破老小区加装电梯难题探

索‘6+N’模式”的建议。很快，建议
也得到了回复。

“提出合理化建议既是一份荣
耀，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将更

加努力地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建言

献策，做更加热心的‘城市主人’。”
虞国伟表示。

爸爸回家了
昨天，在揭牌仪式后，现场播放

了一个关于人民建议的视频短片，里

面的桥段、角色都来源于真实生活。

短片中的一幕场景尤其让人感
动。原本要通宵加班的便利店员工

终于可以早下班了，当妻子带着孩
子在店门口等到爸爸时，女儿激动

地投入爸爸怀中。
这样“暖心”的归来是因为一份

人民建议，推动政策改进的是 24小

时营业连锁超市“便利蜂”的负责人
刘晔青。按照过去的有关规定，便利

店夜间必须配备两名员工值守，其中
必须有一名男员工，否则将受到处

罚。在实体经济运行困难的情况下，
这一规定无疑是雪上加霜；店内员工

值夜班频率高，对此意见也很大。

刘晔青觉得这条规定已经过
时，因为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店里

的现金少不说，还安装了“一键报
警”等安防设施。为此，刘晔青向市

人民建议征集平台发出信件，没想
到当天下午就接到了市信访办人民

建议征集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详细

了解建议中反映的情况。之后，一份
《关于修改“过时规定”护航实体经

济发展的建议》报送给相关部门，并
马上得到反馈：将研究并落实改进

措施。
随即，上海市公安局相关部门

与市连锁经营协会、主要连锁便利

店等召开专题会讨论，共同商议改
进方案。之后，市公安局印发《关于

24小时便利店安全防范制度制定
及报备的通知》，明确“各便利店在

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相应的安全防范制度”，不再硬

性要求两人值守，于是，便出现了短

片中温馨的那一幕。

“沙”里巧“淘金”

记者了解到，目前每年有数以
万条的建议涌入上海人民建议征集

平台。这些建议，质量有高低，并不
是每一条都能成为“金点子”。“金点

子”的产生，好比沙中淘金，要经历
一番艰苦的过程。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金点子”的产生一
般要经历“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在浩如烟海的建
议中精心遴选，一旦发现有闪光点

的建议，先集体会商，分析“问题找
得准不准、原因分析透不透、对策提

得好不好”，然后锁定目标。
第二重境界是对群众提出的有

含金量的建议，由工作人员通过电
话或面对面的形式充分沟通交流，

由建议人深入调研，完善建议。然
后，以《人民建议摘报》的形式呈送

市领导。
第三重境界是在市领导批示

后，由相关职能部门会请专家和建
议人一起，对建议可行性做专题论

证，最终达到完善政策规定、改进工
作方法、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这些“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的“金点子”最终得

以发光发热。
“这些‘建议明星’之所以能坚

持，就是深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深刻道理，并将参

与城市治理化作自觉行动。”有关负

责人表示。 首席记者 宋宁华

建议采纳率从58%提至97%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昨天揭牌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

群众声音是最原汁原味的社情民
意，让人民建议征集成为城市“新

风尚”。昨天下午，上海市人民建
议征集办公室揭牌仪式举行。

上海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
重视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打造群

众为党委政府建言献策的主渠

道，并出现三大特点：
■ 从无到有 2011年 12月，

市信访办正式成立人民建议征集
处，出台《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工

作规定》；
■ 从少到多 市民群众参政

议政热情不断高涨，接收办理的人
民建议事项上升到 30余万件，占信

访总量比例从6.5%上升到约 30%；
■ 从优到精 在历年向市委

市政府上报的 1300 余件重要建
议中，职能部门采纳率从 58%提

高到 97%，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制

定规范性文件 150余件，每年评

选 100件优秀人民建议。
“群众声音蕴含大量真知灼

见。成立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
公室，不是简单的机构设置、多块

牌子，关键是怎么做好今后的人
民建议征集工作，把人民群众的

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城市发展建设

上来。”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成立后，将进一步加强渠道建设，

让人民建议征集成为城市“新风
尚”。整合资源、打通渠道、拓宽平

台，在“人民建议征集信箱”“市委
领导信箱”“市政府领导信箱”“投

诉受理信箱”、群众来信、走访反
映、12345等征集平台基础上，融

入城市治理“两张网”，延伸触角
到社区村居；“上通天线、下接地

气”，建立深入百姓生活、融入基

层治理、走进决策视野的建议征

集渠道和平台。“我们还将设立人
民建议代理人制度，针对一些年

纪大、打字有困难的群众等，由社
区干部等为其代理提建议，保证

所有群众都有机会提出建议意见
的权利。”有关负责人透露。

为了让老百姓的“金点子”落

地生根，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还将
进一步加强机制创新，让人民建议

征集成为民意“直通车”。在收集梳
理机制上，大力推动从“被动征”向

“主动征”转变，积极挖掘“金点子”
好建议。此外，人民建议征集办公

室还将着力打破部门壁垒，拓宽建
议征集工作界面，通过流程再造形

成从征集到落地的闭环管理，推动
建议成果转化，让人民建议征集成

为治理“有机体”，把“一流城市要
有一流治理”的追求落实到城市治

理每个细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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