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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眼
    “一网通办”“全过程民主”“浦
东新区法规”———这些新名词，关
乎城市治理。

让现代治理引领城市未来，当
新名词成为社会生活热词，我们的
城市治理已经并且还将发生怎样
的变化？

100年前， 南昌路 100弄 2

号，《新青年》编辑部、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成立地。 100年后的今天，

不妨就以“初心始发地”为原点，观
察新名词写照的城市治理新景象。

向北，巨鹿路 149号，行政服
务中心，在这里，看见“一网通办”。

中心大厅里，候着位“智能店
小二”。 这款 4.0版“智能店小二”

已遍布淮海路商圈、 南京路商圈，

打通政务服务和企业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智能店小二”，正是“一

网通办”的一种应用。

“一网通办”，上海首创的政务
服务品牌，入选 2020年联合国全
球电子政务调查报告经典案例，已
累计实施 357项改革举措， 实现
行政审批事项全覆盖，接入“一网
通办”平台事项 3177项；推出“随
申码”服务，开通运行国际版，累计
实名注册个人用户 5240万，企业
用户 224万，好评率 99.96%。 国
家行政学院发布《省级政府一体化
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
（2021）》中，上海排名全国第一。

“一网通办”，是政府管理体制
机制的重大制度性变革，是政府服
务模式的颠覆性创新，是切实便民
利企的重要举措。 套用一句大俗
话———有了“一网通办”，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 点点手机“随申
码”，社会治理、信用、教育、医疗、

交通、公安、文旅、赛事会展，一连
串场景，都能“一码管理”“一码出

行”“一码服务”，方便。

未来，“一网通办” 最关心什
么？ 数据安全！ 以最高标准指导安
全管理， 以最好技术建设安全平
台，以数据为核心构建数据全生命
周期保护能力。 先进、 便捷、安
全———“一网通办”，志在必得。

向东，复兴中路 360号，“淮海
家”，在这里，看见“全过程民主”。

“淮海家”，既是淮海中路街道
党群服务站，也是基层立法联系点
的信息采集点，周一到周六，每天
上午 9时到晚间 7时，大门敞开。

“淮海家”毗邻新天地，日均 5万人
次游客来来往往， 上万名楼宇白领
进进出出。 “淮海家”门庭若市，问路
咨询的，进来坐坐的，走访调研的，

党建活动的，还有，就是立法信息采
集。两年来，一系列地方立法听取公
众建议，这个“点”的民意信息，源源
不断汇集到地方立法机构。

2020 年，从首批 10 个增加

至 25 个， 基层立法联系点覆盖
上海 16 个区， 扎根基层， 接地
气、察民情、聚民智，生动实践“全
过程民主”。

未来，“全过程民主”， 将让开
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在基层
治理中发扬光大，最广泛动员和组
织人民群众在依法管理有关事务
中持续实现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

再向北，人民大道 200号，在
这里，看见“浦东新区法规”。

今年 6月 23日，依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 32 次会议全票通过决
定， 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
放。 由此，一个新名词———浦东新
区法规，进入公众视野。由此，上海
拥有两类不同性质的地方立法，一
类适用于全上海，一类专门为浦东
制定，在浦东新区实施。 这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首次授权上海在浦东

新区变通适用国家法律、 行政法
规，这是新时代我国立法制度的一
次重大变革创新。

立法，作为法治源头，正是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风向
标。 “浦东新区法规”，让三十而立
的浦东，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
骨头， 得到最有力的法治保障，更
是城市软实力的鲜明见证。

上海，世界看中国的窗口。“浦
东新区法规” 向世界昭示———未
来， 上海将持续优化制度供给，充
分发挥立法的引领、推动、保障作
用， 让重大战略实施更有底气，让
改革更有穿透力，让高质量发展在
法治的轨道上跑得更快！

语言，思想的风向标。“一网通办”

“全过程民主”“浦东新区法规”———

新名词，洞见的正是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长轨迹和
发展脉络，正是这座城市值得骄傲
的软实力！

“新名词”洞见城市治理软实力
姚丽萍

    本报讯 （记者 金志刚）昨天

起，全国铁路实施今年第三季度列
车运行图。当天早上 8时 48分，上

海西-嘉兴红色旅游列车首发，满
载 1000 余名旅客的 Y701 次列车

从上海西站缓缓驶出，开启“新时代
重走一大路”红色旅游之行。

“新时代重走一大路”上海至嘉

兴红色旅游列车采用 10 节编组，
车底由普速列车改造而成，全车外

部采用红、金、绿配色，既保留古朴
的绿皮火车风格，又体现了红色文

化元素。列车以“不忘初心地”“走

新时代路”两大主题，将两节车厢
改造成红色旅游功能车厢，设置了

“火车邮局区”“火车学习角”、一大
会址及嘉兴南湖红船老照片展示

区等。其余车厢也都相应进行了改
造，让旅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红

色氛围。列车到达嘉兴后，旅客将
先后参观狮子汇渡口、南湖风景

区、南湖革命纪念馆等，追寻革命
先辈的红色脚步。

与此同时，经过 13个月紧张有

序的施工，嘉兴火车站也于昨天重

新投入运营。

上海西-嘉兴红色旅游列车首
发后，后续将安排每日固定往返开

行一次，列车于早上 8时 48分从上
海西站开出，傍晚 6时 10分从嘉兴

站返回，单程运行时间 73分钟。
下一步，长三角铁路部门还将

开行至盐城、潜山、淮安、丽水、镇

江、连云港等方向红色旅游列车十
多趟次，让长三角的红色旅游资源

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日前，

一条以中共一大会址周边 13条道
路为纽带悉心打造的“红色经典步

道”亮相。通过这条步道，以中共一
大会址为起点，可以漫步到中国共

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又新印刷所旧址等 14个

红色景点。

这条红色经典步道以“历史的
沉淀”和“未来的奋进”为主基调，长

度为 7.1公里，呈“大环+小环”形
态。涉及的 13条道路，将中共一大

会址周边的 14处红色遗迹遗址串

珠成链、编织成网。

红色经典步道上设有品牌标
识，设计灵感来源于上海路政标识

及市花白玉兰。据介绍，Logo内部
以抽象提炼的一条道路为核心，外

围镶嵌七朵含苞待放的玉兰花，路
面铺设也按“一大七小”形式排列，

寓意“七一”。材质上面采用低调、耐

磨损的仿古铜和混凝土材料，在细
节塑造上形成沉稳大气的风格样

式。这些标识串联起中共一大会址
附近各个重要革命遗址，系统化地

用“无声语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史。

除了利用路面铺装提供地面指
引，周边地铁站出入口广告灯箱、

公交站亭广告灯箱等处也增设了
红色经典步道导览图，方便市民徒

步游览。为了让市民游客更方便查
询红色经典步道相关信息，黄浦区

还打造了“红色经典步道 AR导览

平台”。

据透露，未来，中共二大、四大
等纪念馆附近也将相继建成红色经

典步道，让市民更方便地了解党的
历史，见证城市发展。

上海首条红色经典步道亮相
7.1公里串起 14个红色景点 见证党的历史

上海至嘉兴红色旅游列车开行
设两节红色旅游功能车厢 单程 73分钟

    本报讯（通讯员 李小伟 樊晨
记者 江跃中）昨天，上海警备区利
用党日活动，组织百名新老党员瞻

仰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市委常委、
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刘杰，带领百名

党员干部高举右拳、庄严宣誓。
“驻守在党旗升起的地方，我们

既要倍增自豪感，更要激发使命

感。”警备区政治工作局副主任张旭

伟感慨地说，个人的成长进步离不
开党组织的关怀培养，作为共产党

员，要把不忘初心作为矢志不渝的
政治标准，要在岗位上奋发有为、不

断为强军事业作出新贡献。

观展后，警备区党员干部们纷

纷表示，更深切地感悟到为什么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下来

要当好新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
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

又讯（记者 乐梦融）上海书法

界 15位中青年书法家接续创作了
书法长卷《共产党宣言》。长卷长约

60米，近 1.5万字。今天，这件别有
意义的书法作品捐赠给中共一大纪

念馆。

15 位书法家每位书写 1000-

1500字左右。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
席丁申阳领衔书写了《共产党宣

言》第一部分，行草采用了江南秀
雅的书写风格，每个汉字约 3平方

厘米大小，6小时一气呵成，飘逸潇
洒。对《共产党宣言》中出现的几组

高频词，书法家们采取了不同结

字，力求全篇富有动态和变化，这
是书写中的一大挑战。“变化的字

体不是生造，而是传承古代的经典

法帖，有可以依据的样本。”丁申阳

表示，在海派书坛甄选出 15位书
法家，都是当代书坛骨干，来自市、

区书协和高校，参与其中的张伟
生、田文惠、张卫东、张索等都是海

派书坛的佼佼者。在遴选艺术风格
时，要求创作者以小行草进行书

写，师承王羲之、王献之（二王）体

系。“《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
经典，象征红色文化，海派书坛骨

干代表了海派文化，‘二王’书风则

是江南文化的传承。”

参与创作的书法家表示，在年
轻时都学习过《共产党宣言》，眼下

通过临书又重温真理，收获新的感
悟，对自己的艺术修养是一种历练。

当代书法家要主动参与社会重大事
件，为人民留下笔墨。

非遗传承人、海派知名装裱艺

术家周国伟用纯手工工序，花了整
整两周时间，完成了这件长卷的装

裱。完整长卷在装裱后中间没有一
条接缝，这是工艺纯熟的表现。长卷

选用宣纸以及装裱材料也非常考
究，可以长久保存。

上海警备区百名新老党员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