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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简简单单，道尽人世
间沧桑之变。昨天，当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
一批新当选的居民区“小巷总理”以及物业经
理、业委会主任等社区“当家人”一起来到政
立路545弄单号小区，学习这里打开一扇“连
心门”，让居民区更好融入社区发展成果的经
验，不少人又想起了这句颇有哲理的老话。
在杨浦区，政立路上的“连心门”不是第一

扇得到居民一致赞成的“破墙开门”，也肯定不
会是最后一扇。事实上，自从2019年五角场街
道打开一扇“睦邻门”成为全国基层单位都来打
卡学习的睦邻家园网红案例，后来不断有更多
的“睦邻门”“连心门”“利民门”等各种名称的便
民门落地开花，还出现了几个小区完全拆除围
墙、合为一体的成功案例。不同居民区打破围
墙，打开“心墙”，互相融合，双向奔赴，找到了
基层社区治理中分分合合的“睦邻密码”。
回溯居住小区的分立而治，要从地块分

片建设的客观条件说起。如今，环绕居住小
区的一圈围墙，是几乎每个小区的标配。一
个小区，即使体量再小，哪怕只有一幢楼，只
要有条件，也少不了有一圈围墙。一些大型
居住区，分期建设的不同地块之间，往往也会
有围墙分割，一、二、三、四期居民之间，既像
邻居，又并不往来。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习惯了这种分块而

居的模式，互相安好。然而，伴随着城市发展，
当小区周边的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明显提升，
就像经济发展中的供给侧改革一样，一些居民
对围墙造成的物理界限也提出了改变的需求。
可以看到，在成功实现破墙开门、若干小

区融为一体的社区，最大的原始动力都来自
于居民“抄近路”的需求。例如，在五角场街
道，创智坊与国定路580弄这两个新老悬殊的
小区能率先吃螃蟹，打开“睦邻门”，就得益于
国定路580弄的居民希望能借道创智坊去社
区睦邻中心、大学路和地铁站，而创智坊的居

民也不想再继续绕行两公里去买菜、看病、上
学，同样希望能穿行国定路580弄。
又如，江浦路街道的辽源西路190弄、打虎

山路1弄及铁路公房小区这三个特点截然不同
的小区，之所以能“三合一”，也是因为三个小区
的居民互有借道和整合社区资源的需求。
同样，在昨天面向社区工作者开展案例

模拟现场教学的政立路545弄单号小区，在小
区刚建成之初，北侧是一片荒地，仅有的一扇
南门就完全能满足出行之需。但当北围墙外
的三门路打通，还出现了睦邻中心、绿地、地
铁等新建的公共设施后，居民们就再也不想
从南门绕路了。
省力、不绕路，是居民们再朴素不过的需

求。对基层社区治理来说，这似乎是一件芝麻
绿豆般的小事。对于不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的
基层工作者来说，怼一句“多走15分钟又能怎么
样”似乎是一件很容易又理所当然的事；然而，
对于“群众之事无小事”的基层工作者来说，这

又可以是一件天大的事，不仅要办，还得办好！
回顾这些从隔墙分立到破墙融合的成功案

例，可以发现，没有一件是轻松就做到的，历时
往往都有一两年甚至更久。毕竟，要打破藩篱，
难度不仅在物理上，更在心理上。然而，结果出
人意料的一致：正所谓不破不立，最终，这些从
分到合的变化，都获得了居民们一致认可。
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居民们尝到了腿

脚省力的甜头，而最初担心的安全问题并没
有发生；更重要的是，当物理的分隔消弭后，
伴随着区域化党建、党建引领“大联建”等模
式形成的睦邻共同体，人们的心理距离也变
得越来越短，直至成为了相融共生的一家人，
无论是在疫情期间共享防护物资，还是一起
种花种草美丽家园，或者共议社区事搞好自
治共享，都真正感受到了融合的魅力与成
果。在这样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党建引领社
区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让
居民更好共享社区发展成果。

从提交申请到拿证，全程三个月，也不用

京沪两地奔波，日前德国一家生产纯音听力

计的企业获颁全国首张由省级市场监管部门

审批的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记者从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这一“全

国首证”意味着上海在行政审批改革领域有

了新突破。今后，注册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的进口高端仪器仪表销售企业，足不出

“沪”就可完成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全部

流程，取得进入中国市场的先机。

进口计量器具的“型式批准”，是进口计

量器具新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通行证”。过

去企业要拿证，要去北京向市场监管总局提

出申请，并通过技术资料审查和样机试验，全

程约需半年。现在，注册在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的企业，不必京沪来回奔波。只要通

过“一网通办”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提交申

请，三个月左右就可拿证，全程“不见面审

批”。企业节约大量时间、人工、费用成本，获

得感大大提升。

如今，市市场监管局打出简政放权“组合

拳”，推出涉及取消许可、告知承诺、承接下放

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在浦东新区、松江区，上

海对部分风险较低或可控的五类情形计量器

具，实施告知承诺审批，国产计量器具获证时

间由原来至少三个月变为最快当场获证。

数据显示，上海申请进口计量器具型式

批准的市场主体达70家，几乎占全国总申请

量的一半。走访调研中，多家企业提出，是否

可在上海提交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的审批

材料？为此，市市场监管局在总局支持下，争

取到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审批权，及时回

应企业关心的问题。

下一步，上海将深入实施关于发展壮大

市场主体活力的“32条”措施，推动深化准入准

营改革等5个方面32项“组合式”政策落地，进

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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