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 人人民民建建议议 征集

人人人民民民城城城市市市人人人民民民建建建 人人人民民民城城城市市市为为为人人人民民民
2021 年 10月 18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胥柳曼 视觉设计 /邵晓艳

14

上海市信访与社会治理研究基地揭牌
    10月 12日，复旦大学、上海市信

访办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专题研
讨会举行。签约仪式上宣布，在复旦大

学设立“上海市信访与社会治理研究基
地”，这是市信访办与高校战略合作建

立的首个研究基地，开启了群众工作、
信访工作、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在高校智

库支撑下理论实务创新融合研究的新

篇章。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市信访
办、市人民建议征集办主任王剑华、市

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出席活动并致辞，
焦扬和王剑华为研究基地揭牌。复旦大

学副校长陈志敏、市信访办副主任吴波

代表双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研究基地将发挥复旦学科门类齐

全、学术积淀深厚、智力资源丰富和信
访、建议征集部门汇集社情民意、参与

社会治理、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融合优
势，聚焦治理实践，加强咨政服务，深入

开展调研，推动理论成果在基层的实践

应用，进一步把信访制度、人民建议征
集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双方

将进一步加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一
方面让高校师生在“民情一线”深切感

受群众工作的鲜活热度，倾听原汁原味

的社情民意；另一方面统筹培训资源，
推动更多上海信访系统走进校园、走上

讲台，探索开设相关实务课程，落实上
海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签约仪式后，围绕“创新社会治理
模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城市
软实力提升”等主题，复旦大学、市信访

办、市民政局、市规划资源局、区人民建
议征集办等理论与实务工作者举行了

专题研讨会。

   浦东新区>>>

■ 让美丽乡村联动农事科研单位和研

学公司一起， 发起适合青少年农事科学研究

的小小科研项目， 让城市和乡村的孩子一起

真正地了解科技农业，参与智慧农业的研究，

通过自然教育将乡村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宜游”和“宜学”有机结合。

谢燕 （游米亲子联合创始人，正在海沈

村研发自然教育课程）

■ 在“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中，更

加关注乡村内生力量的动员和培养， 以外部

力量引导和激发内部活力， 为乡村内部的小

微创业者、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

建设提供切实支持，拓宽其参与路径，推动上

海乡村振兴更可持续发展。

李东峰 （恩派公益组织项目总监，生活

在海沈村的新村民）

杨浦区>>>

■ 在出行便利的社区里既可以感受真

正的上海传统生活方式， 又可以与年轻人畅

谈未来， 能在老楼道里体验富有记忆的木扶

手，在街角感受幼儿园接送小朋友们的热闹，

在社区休憩的空间聊天， 在共享厨房里共同

烹饪和享受美食。 设计师们应拓宽视野，以创

新的思维发现生活中的设计美。 期待更多年

轻人加入设计实践，让人们在社区享用创意，

体验快乐。

Aldo Cibic （居民、意大利建筑设计师）

■ 四平社区有很多设在街边的公共设

施，为路人提供便利，但也增加了损坏的可能。

在后期，除了有新的微更新、微改造，更需加强

现有设施维护。

赵鹏 （鞍山四村第二小区居民区书记）

长宁区>>>

■ 相对辖区面积较小的街道是否需要

单独设立和规划？已经完成 15 分钟生活圈建

设的区域如何解决后续持续运营和管理？ 这

些问题， 需要政府部门从顶层设计角度加以

思考。

刘斌 (上海鼎创汇创客空间管理有限
公司创始人、新华路街道“知新荟”会长)

■ 我居住的华山花苑小区，对面是复旦

中学和幸福路小学，出门是美天菜市场，往前

走不到 5 分钟是社区医院，附近就有超市，小

区内还有屋顶花园……如果能再多一个老年

食堂那就更幸福了！

张梅芳 （新华路街道陈家巷居民区团队
负责人、居民志愿者）

徐汇区>>>

■ 宜家于 2004 年落户田林 ， 作为宜

家老员工 ， 有幸和宜家一同参与了田林的

发展。 我们成立“王承家居设计服务劳模创

新工作室 ”，助力妈咪小屋 、职工亲子工作

室 、居委活动室 、邻里小汇 、党建服务站等

的改造和完善。希望宜家能为“15 分钟社区

生活圈”贡献更多力量。

王承 （外企代表）

普陀区>>>

■ 以前曹杨的网红店就是包子店、小馄

饨店还有小笼包店， 希望政府部门在城市更

新改造当中兼顾到不同的人群， 既要方便老

年人的就医、用餐、休闲，也要照顾到我们年

轻群体的需求。 通过公益力量，让曹杨新村的

美“走出去”，让更多人“走进来”。

曹炜麟 （上海市梦创青年公益活动中心

负责人）

宝山区>>>

■ 在“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长久保留

公共设施和艺术装置 ， 扩大居民休闲活动

空间 ，经常性举办文娱活动 ，满足人民文化

精神需求 。 期待政府部门在规划 、建设和

治理过程中 ， 能 够为我们提供更多建言

献策的渠道和平台，共同勾画美好家园的

蓝图。

杨中伟 （呼玛五村社区代表）

■ 广泛推广社区规划师驻地工作制

度，建立制度化的共商共议机制。 在社区内

面向所有居民公开召集居民议事会，共同决

定社区内需要改进的空间和项目。将居民反

馈意见转化为动态项目库，将社区居民纳入

优先改造空间的设计主体 、实施主体 、管理

主体中。

邵诏亚 （社区规划师）

青浦区>>>

■ 开设便民超市、餐饮服务等，让群众的

各类生活所需基本上在 15 分钟内都能达成。

增加到达章堰的公交车频次， 让百姓出行更

便捷、生活更惬意。

屠拥军 （重固镇章堰村书记、主任）

■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首先要解决居住

问题，特别是城中村区域要升级改造。 除改善

“老破小”外，还应完善生活区功能、提升建筑

功能， 打破单一建筑只能提供单一服务的传

统样式，“一点多用”“一店多能”。

孟强 （中建（上海）新型城镇化公司党总

支书记）

本报记者 王军 整理

    自 2014 年 10 月首届世界城市日

论坛提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基本
概念以来，上海持续开展了三个阶段的

行动探索：

第一阶段点上探索社区微更新，
2016年起，在一些老旧小区初步探索了

社区小微空间“针灸式”改造方法，改善
日常生活环境，唤醒市民参与社区治理

的自我意识。第二阶段系统实践四大行
动计划，2016年至 2019年，开展共享社

区、创新园区、魅力风貌、休闲网络等行

动。第三阶段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
活圈”行动，2019年起选取 15个试点街

道（镇），从“单一方式、单个项目”转变
为“多系统、多方式、多项目”协同推进。

经过三个阶段实践，上海“15分钟
社区生活圈”行动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行

动模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政府、市场、市民各方主体职责清晰；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取得显著成
效，长宁新华路街道、普陀曹杨新村街

道体现了示范效应，社区空间环境和服

务设施品质得到提高，居民共建共治意
识和社区凝聚力明显提升。

目前，市规划资源局正着手制定
《关于全面持续推进上海“15分钟社区

生活圈”行动的实施意见》，在全市范围

内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
一是规划统筹，全面提升。 充分发

挥规划资源的空间统筹作用， 以街道
（镇）为单位，将各条线相关工作整合到

一张蓝图中。

二是城乡覆盖，分类推进。 推动全

市城乡社区行动全覆盖，新建社区坚持
高水平规划编制， 全面落实 15分钟社

区生活圈标准；已建社区针对住宅老化
陈旧、功能活力欠缺、公共服务不足、游

憩空间缺乏等短板，结合老百姓的急难

愁盼对症下药。

三是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立足社

区自身资源禀赋和人文特色，塑造社区
多样性和丰富性； 尊重社区发展差异，

合理确定行动节奏和任务。

四是广泛参与，共建共治。 充分激

发居民和社会主体的参与，积极探索建
立广泛、深入的多方参与机制。

争取到 2025年，中心城各街道（镇）
基本达到“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

的目标；主城片区、新城建成一批基本达
到“五宜”目标的示范性街道（镇）；新市

镇及乡村地区建成一批试点社区，探索
形成一套体现乡村特征的行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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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圈既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是围绕其构筑的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网络。在一个理想的社区生活圈中，从孩子到长者，从居民到就
业者、经营者，人人都能参与社区发展的共同愿景与共同行动，在包
容、温暖、共生的社区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今天，就让阿拉一起畅
想身边“幸福圈”未来的模样。

幸福圈

宜五

阿拉一起畅想身边

▲ 四平社区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荩 庙行镇滨江步道上的喵趣小屋

■ 研究

基地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