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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桐树，永不拓宽的马路，名人故居和

保护建筑……这是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的
写照。近年来，徐汇区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通
过腾挪置换、更新布展、丰富延展等方式，将

辖区内散布在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红色旧址
遗址、纪念场馆及名人故居，挖掘好、保护

好、利用好，让人们走得进建筑、读得到故

事，更体悟得到文脉与精神，由此营造出一
个个超越物理空间的新场域，让人可亲可

近，放大城市的独特神韵。
今年 7月，市委书记李强在调研衡复历

史文化风貌区时指出：“历史文化风貌区和
优秀历史建筑承载着城市记忆、传承着城市

文脉，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
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

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以珍爱之心、尊崇
之心善待历史遗存，持续做好历史风貌、历

史建筑保护利用的大文章，更好塑造城市软
实力的神韵魅力。”

徐汇区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徐汇区
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新民晚报社将共同就

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徐汇部分）的保护利
用开展建议征集。对于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

的保护利用，您有什么好建议？您心目中的
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是优雅静谧，还是充满

活力？您对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网红”现

象怎么看？欢迎大家踊跃建言。
相关建议请投递至邮箱：xhjyzj@xh.sh.

cn（请注明建议人的真实姓名、通讯地址和
联系电话等）。

请为徐汇衡复历史文化
风貌区保护利用献一计

     “三步工作法”打造高效
便捷的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

一颗种子到一片“汇爱森林”

一条优秀的人民建议就是一颗通往幸福生活的
种子。撰写人民建议需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播

种精神。我一直认为：越是平常的身边小事越不容忽
视；我们与其抱怨，不如谏言和行动。我一直关注：民

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我始终认为一座城市的温度就体
现在它如何对待那些渐渐被遗忘的人。我一直坚信：

撰写人民建议需要坚持的力量，善于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让我们一

起：做个热心人，关心身边事；做个有心人，留意补短

板；做个虚心人，善于求举措；做个用心人，落笔建真
言；做个恒心人，持久助实效。

一见钟情 再见倾心 三见相许
通过 2018年-2020年先后撰写的《开发“上海制

造”主题旅游，配套“四大品牌”优势再造》《关于明确

职工入离职当月社会保险缴纳义务人的建议》和《关
于尽快将在沪外籍人士纳入“随申码”管理的建议》，

让我与人民建议征集相识、相知和相守。每一条建议
都能得到迅速地反馈和及时地处置，让我感受到上

海这座人民城市的开放和包容，让我感受到上海这

座人民城市的速度和效率，也让我感受到上海这座
人民城市的温度和细腻。所以我推荐“人民建议征

集”这个窗口———有了人民建议征集，生活更美好、
城区更温暖。

又一个喜欢上海的理由
2018-2019年，我分别递交了《关于在徐汇区河

道水体治理中加强外来物种监管和宣传的建议》《关

于加强本市公园绿地野生蘑菇安全防控的建议》，这
两条建议很快被采纳并转化落实。2020年初，新冠疫

情突如其来，作为一名疾控工作人员，我提交了《关于
尽快将新冠核酸检测结果纳入随申码信息平台的建

议》，市卫健委与市大数据中心、健康云团队合作，在

一个月内开发了查询服务，上线几个月查询量已超
1000万次，并在新民晚报、新闻综合频道报道。以上

三条建议也有幸获得“市优秀人民建议”表彰。

多观察 换角度 要中肯
多观察。在工作之余，要学会做“有心人”，我们

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是一条信息的灵感来
源，要及时抓住那一瞬灵感，再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

和调查研究，一篇好信息就可以“出炉”。
换角度。一篇好的信息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能说

清楚问题，让其他人能够读懂；其次是分析到位，让人
能充分理解问题产生和需要解决的原因；最后能提供

合理建议去解决问题。
要中肯。人民建议主要还是提建议，而不是单纯

的反映问题，或者是作为一个跳过行政管理部门去投
诉的平台，即使是对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进

行反映，也应中肯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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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汇滨江启动体育用品配送服务，完

善岸线健身场地设施布局，方便更多居民
参与全民健身运动，这一“人人点赞”的好

举措得益于徐汇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
的便捷高效运作。

今年 6月，家住徐汇长桥街道华沁家园
的邵老伯通过扫小区附近水岸汇人民建议

征集联系点上的二维码，向区人民建议征集

办提交了一份建议，认为徐汇滨江附近适合
老年人的体育设施相对较少，希望相关部门

进一步优化滨江岸线健身场地设施布局。收
到建议后，区人民建议征集办第一时间联系

邵老伯，详细了解情况，同时与区体育局、西
岸集团等相关职能部门和属地长桥街道对

接，开展实地调研，形成初步方案。在建议转
化落地过程中，区人民建议征集办牵头召集

相关职能部门，并邀请邵老伯共商实施方
案，同时征询了体育健身教练、健身器材供

应商等各方专业意见，最终采取了在滨江沿
线水岸汇中增设一批市民喜爱、安全灵活的

健身器材，提供免费租借服务的做法，这一
灵活且人性化的举措，既不影响徐汇滨江整

体规划布局，又能满足全人群健身需求。
建议转化落地后，区人民建议征集办、

区体育局及时总结提炼，并在市级媒体人
民建议专栏报道，在“上海徐汇”、“汇体育”

微信公众号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发布。一条
建议转化落地后的广泛宣传报道，又吸引

了更多热爱健身、热爱体育、热爱徐汇的市
民贡献“金点子”，市民陆先生提出“希望在

家门口的口袋公园里增设篮球、轮滑冰球
等设施”……

徐汇区探索实践了“征集、研办、宣传”

三步工作法，打造高效便捷的人民建议征
集工作平台，提高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知

晓度”“转化度”及“活跃度”，推动好建议、
金点子走进决策视野、融入基层治理、深入

百姓生活。

“多渠道”征集>>>

构建了“1+13+X”的人民建议征集架构
体系。徐汇区及所属 13个街镇均成立人民

建议征集办公室，同时结合区域特点，围绕
徐汇滨江、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徐家汇商

圈等特色地标广泛设立人民建议征集联系
点，以点带面延伸触角至楼宇、社区、企业、

工地等离群众最近的地方，确保鲜活的人

民建议在第一时间，通过最快捷的方式进
入征集工作平台快速而高效地登上民意直

通车。增加了主动征集开拓智源的人民建
议征集方式，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

开展线上主题征集，敞开大门纳民智，推动
职能部门将人民建议征集作为重大民生决

策的前置性程序，结合“满意在徐汇”大走
访活动，俯下身子听民意，形成党委政府主

动倾听民声、汲取民智，人民群众积极建言

献策、当好主人翁的良性互动。

建立了“1+3+X”的人民建议征集队伍
体系，即“1”，加强对区级优秀建议人队伍

履职的服务与引导；“3”，注重街镇、委办局
和群团组织建议人队伍建设；“X”，遴选一

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人士，充实壮大建议
人队伍。目前，已建立了一支涵盖建筑工

人、工程师、教师、医生、学生、律师、企业白

领等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金牌建议人”
队伍。

“多主体”研办>>>

与建议人沟通。对征集到的有现实需
求、有意义、有解决可能的好建议，与建议

人反复沟通，共同研究完善，推动形成问题
真、症结准、对策实的建议；相关部门收到

建议后，及时告知建议人，并充分听取建议
人意见，共同研究建议转化落实的措施和

路径；建议落地后，及时反馈建议人，提升

建议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与专业力量研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专家学者等群体的专业作用，围绕优

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升级、深化小区治理
等重点工作，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

点问题，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实地走访调
研，分析原因，研商对策，形成切实可行的

人民建议，为问题解决提供有力支撑。

与职能部门对接。对群众提出的意见
建议，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全面了解

问题真实情况、原因症结和解决途径。通过
分类办理、跟踪反馈工作机制，及时将重要

建议摘报有关职能部门决策参考，推动职
能部门认真研究论证，采纳合理建议。

“多举措”宣传>>>

专栏式宣传。在“徐汇信访”微信公众号
上开设“人民建议征集”专栏，广泛宣传普及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及建议征
集渠道，积极宣传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新时代

新气象，在“上海徐汇”微信公众号上同时发
布。建议转化落实后的经典案例及时总结梳

理，并在市级媒体人民建议专栏上刊登报

道，相关职能部门同步在各自新媒体号上发
布，鼓励引导更多的人来提建议。

定点式宣传。借助人民建议征集联系
点授牌、邮筒设立等开展人民建议征集主

题宣传活动，邀请“金牌建议人”一起参与，
分享心得体会，结对相关征集联系点，激发

更多的人参与人民建议征集的热情。

激励式宣传。通过讲座、座谈会等形式，
定期听取建议人意见，沟通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形成共识达成默契，保持人民建议队伍
的参与度和活跃度，同时，组织专家对征集

到的建议进行评审，对金牌建议人给予一定
激励，提升建议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本报记者 王军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