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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

家门口遇见“小确幸”
>>>征集：
2021年，通过上海人民建议征集网

上平台，市规划资源局以“人人参与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为题，邀请公众共同谋

划社区发展愿景，一起畅想生活圈未来

的模样。通过活动和建议征集，居民纷

纷反馈，更新改造后的社区生活幸福便

利，环境“闹中取静”、交通“拥而不堵”、

公共服务设施愈发“提档升级”。“足不出

社区，就可以吃到丰盛的午餐、求医问

药、参加群团活动，幸福感、获得感满

满”；“各类公共服务设施非常便民，几乎

在家门口就能办成所有事”……

>>>转化：
长宁新华社区历史悠久，人文底蕴

深厚，但百年历史使得社区具有老旧

社区的共性特征，如社区建成度高、空

间资源有限、精准配置缺位等。作为

上海第一批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

规划试点街道之一，新华社区借助市

政道路辟通和内部弄巷梳理，进一步

构建便捷舒适的慢行网络。加强街道

空间人性化、精细化设计，加强与风貌

环境协调和互动，让街道成为社区重

要的公共空间，营造可漫步、可阅读的

人文社区特色。

徐汇田林社区老旧小区多，老年人

也多，居民希望周边的生活环境有更多

的绿色生态空间，有更多适合漫步的街

道空间。由此，田林街道开启了“15分

钟社区生活圈”的打造，以蒲汇塘贯通串

起休闲美景，田林路更新串起社区生活，

让居民能推窗见绿、推门见景，漫步社

区、享受生活。

普陀曹杨新村是新中国兴建的第一

个工人新村。针对曹杨新村特点，通过

对社区居民需求调研、积极带动居民参

与社区营造及提升社区整体品质。比

如，贯通曹杨环浜步道，增加公共绿地和

公共服务设施，形成连续开放的滨水公

共空间；利用原铁路市场空间改造提升

成为一个复合型的立体的百禧公园。在

曹杨社区规划师周俭教授看来，从70年

前开始建设工人新村，到如今“15分钟

社区生活圈”行动，时光流转，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以贯之。

目前，市规划资源局正在会同市发

改委牵头制定市级层面“十四五”全面推

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的指导文

件及配套技术要求，抓住“十四五”关键

时期，围绕“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

养”的目标，全面提升社区品质和治理水

平。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城乡社区

生活圈行动。到“十四五”期末，全市将

率先建成一批示范性街镇。

本报记者 季晟祯

>>>征集：
上海市交通委通过市人民建议征集

线上、线下平台开展“上海市公交枢纽站

设施服务水平提升”人民建议专题征集，

共收到市民对公交枢纽站现状设施使

用、需求及改进提升等方面意见建议近

1500条。

>>>转化：
公交枢纽站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中的关键节点，不仅发挥着锚固公交线

网、满足乘客出行的作用，也是展示城市

形象的重要窗口。但众所周知，申城不

少公交枢纽站建成时间较早，使用至今

已有二三十年，候车廊和调度室风格陈

旧、年久失修，休息室、卫生间、无障碍设

施配置不足，部分站点也缺乏换乘信息

和导览地图，给乘客出行带来不便。还

有部分沿街设置的首末站，仅在街边设

置了十几平方米的调度用房，环境局促，

条件较差。

据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客运处副处长

殷波介绍，在人民建议征集中，市民反映

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站内行走不安全、换乘

不方便、设施不完善等方面，市民希望有

关部门能对老旧站点实施升级改造，增加

必要设施，为乘客营造更加安全、便捷、舒

适的候车环境。此后，市道运局会同市道

运中心、上海久事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

司，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改进措施。

今年上半年，市道运局选取了站点

位置、用地边界、用地属性都相对固定的

49路汉口路江西中路站、926路老西门

站以及76路凯旋路宜山路站三个站点

进行试点改造，着力优化站点外观、乘车

环境、信息化服务、公交标志、地铁换乘

信息等。

比如926路老西门站地处老城厢，

周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此次新建的调

度室和候车廊就采用了粉墙黛瓦的现代

江南园林风格；49路汉口路江西中路站

属于外滩辐射区域，站台用红砖和黄色

花岗岩面砖砌成，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

除了提高外在颜值，内部服务设施

也全面升级。在候车区域提供充足舒适

的休息座椅、防雨防晒的顶棚；醒目位置

设立线路站牌标志和详细的线路信息导

览图；增设换乘指示牌，保证换乘路径上

导向信息连续连贯；设置坡道、盲道等无

障碍设施，方便携带拉杆箱、推婴儿车、

坐轮椅的乘客；添加智慧化引导设施，如

智能信息发布系统、一键叫车服务系统，

打造“智慧枢纽”。

市道运局将联合有关部门，将试点

经验逐步推广到更多枢纽站和首末站，

改善乘客候车体验，提升公共交通出行

服务品质。 本报记者 房浩

>>>征集：
2022年3月，市房管局、市人民建议

征集办共同启动“上海市保障性租赁住

房设计大赛”。活动在问计于民、主动征

集中，聚焦宜居安居需求，完善保障性租

赁住房供给体系，让年轻人住有所居、扎

根上海。

>>>转化：
“十四五”期间，上海计划新增建设

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超47万套（间），到

“十四五”末，将累计建设筹措保障性租

赁住房60万套（间）以上。

从“一间房”到“一张床”，从来就牵

动着来到“希望之城”追逐梦想的年轻

人的心。这不仅是他们的落脚点，更是

家的归属感。如何把握年轻人的生活

节奏和需求特征，创造多彩便捷优质的

租房住房体验？如何支持年轻人参与

城市治理、社区公益、社会服务，在融入

城市发展中增强归属认同？“上海市保

障性租赁住房设计大赛”试图寻找更优

的解决方案。

聚焦“包括新市民，青年人，还有城

市基本公共服务群体”，为打造“小户型、

全功能、悦生活”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社

区而举办的“上海市保障性租赁住房设

计大赛”就是希望从“汇民智”中，将“年

轻人的希望”绘成更实用、更贴切、更美

好的“设计图纸”，这不仅是积极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要

求，更是建设更高品质、更加安心的保障

性租赁住房社区的答题思路。

在上海就业但居住困难，就属于“保

障性租赁住房社区”的保障对象，不设户

籍和收入限制。合同期稳定，到期之后

符合条件还可以继续租住，租金比同地

段同品质的市场租金还有一定下浮。不

超过70平方米建筑面积，虽以小户型为

主，但将有高标准的公共空间与公共服

务设施。

“超大城市治理必须发挥人民主体

作用，让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为更

充分体现人民建议征集的“主动征”，设

计大赛动员广泛，设“规划建筑”“居住空

间”和“建议征集”三大组别，集中专业设

计力量，更引入青年租客、青年设计团

师，甚至还包括即将走入社会的在校大

学生在内的各界人士。他们将共同畅谈

“心目中的保租房”，针对不同人群的需

求，设计出优秀的适配性强、创新性强的

大赛设计作品。市房管局副局长张立新

认为，“保障性租赁住房这个新生事物，

从设计图纸开始，就注定拥有无限可

能。征集到的‘金点子’将进一步完善推

动保租房政策。”

本报记者 王军

>>>征集：
为进一步发挥上海老港生态环保基

地的环保科普教育作用，针对加快老港

基地改造更新、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

加大公众开放程度等建议内容，2022年

6月29日至7月15日，上海市国资委通

过市人民建议征集平台、上海市国资委

官网、信箱及城投集团老港基地线上线

下征集等渠道，开展了以“我为上海生活

垃圾科普展示馆改造更新献一计”为主

题的人民建议征集活动。此次活动得到

了市民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共收到

有关建议42条，分别对上海生活垃圾科

普展示馆的展示内容、展示方式等方面

提出了优化改进建议。

>>>转化：
对征集到的建议，市国资委指导

上海城投集团及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管

理有限公司及时进行梳理研究，在此

基础上，组织科普展示馆的设计单位

将建议内容落实到了更新改造设计方

案中。

未来老港基地将打造成为集固废综

合处置、资源循环利用、环保科创科普、

智慧绿色生态的综合性示范基地。上海

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的改造更新将加大

基地面向公众的开放程度，将“邻避”变

“邻利”，更好发挥科普教育作用。

上海城投老港基地成立专项工作推

进小组，规范基地公众开放流程，打造科

普教育品牌。在科普展示馆的更新改造

中将展示最新的垃圾处理工艺和运营数

据，凸显最先进的专业内容，做到通俗易

懂、与时俱进、深入浅出，全方位加深观

众对垃圾处理技术的了解；其次，加强互

动，增加语音讲解，通过VR、小游戏、小

电影等方式，打造强交互、沉浸式的展览

体验，进一步带动参观者主动参与垃圾

分类行动；同时，完善线上展览服务，满

足远程观展需求，打造云展馆体验，既满

足到馆观众观后回味的需求，也能够较

好满足异地群众的观展诉求，充分释放

老港科普馆的影响力。

“印象老港”微信公众号的设立，

方便市民远程线上参观科普展示馆，

展示老港基地全景，进一步扩大基地

科普教育受众面，提供远程线上参观

学习便利。

市国资委将指导城投集团及下属上

海城投老港基地管理有限公司，持续做

好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更新改造，

将展示馆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垃圾分

类主题展馆的新标杆，为推广上海垃圾

分类经验、推动垃圾分类助力低碳化贡

献积极力量。

本报记者 陆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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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公交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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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之城”住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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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普助力“低碳化”

是怎样炼成的
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成立以来，共收到群众建议超过16万条，报送市、区党委政府重要建议

的采纳率达98.5%，群众的“金点子”正源源不断转化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城市“软实力”
的金钥匙。这背后，是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部门从“被动集”到“主动征”，把群众的建议意见作为送
上门的基层调研和最有公信力的决策咨询。在“人民建议征集专刊”走过两周年之际，就让我们一
起来看看这些政府部门主动问计、开门纳谏，推动城市治理更务实、精细、富有温度的生动实践。 98.5%

>>>征集：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与市人民建议征集办、

新民晚报社组织开展“市民看市容、市民谈市容、市民

管市容”活动，将公共空间休憩座椅融入城市管理精

细化、重大活动市容环境保障、“美丽街区”建设、公园

城市建设中。至今，上海已累计完成公共空间休憩座

椅优化1.3万多处，市民提出的92条建议促进了座椅

设置方案的完善。

>>>转化：
“为路人添一把座椅，为城市增一份温暖”——市

绿化市容局着力解决市民在公共空间“没地方坐”“坐

不下来”“不愿意坐”的问题，努力实现“小座椅、大关

怀”。

2021年，通过对7万份市容环境市民满意度调查

问卷分析，结合市政府参事室江海洋参事提出的“在

公共空间增加休憩座椅”的建议，市绿化市容局在1

个月内，就摸清了全市公共空间休憩座椅存在的数量

不足、分布不均、品质不高、共享不够等四个突出问

题，多次与市政府参事室共商如何更好激发社会活

力、体现城市温暖、展示文化内涵，形成专项工作方

案。拟用三年时间，通过新建新增一批、改造提升一

批、认建认养一批、社会共享一批的形式，将上海打造

为一座“可以坐得下”的城市。

在市委统战部、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支持下，公

共空间休憩座椅的优化被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人

人为城添光彩”活动，与市委统战部建立了“同心共

美”机制，统一战线积极出谋划策，实现党建融合、资

源整合、宣传统合。同时，市绿化市容局与各区畅通

沟通平台，建立征询制度，城市规划、艺术美学、市民

民生等领域的专家组成观察团，纷纷支招，“共建共

享”氛围浓厚。

公共空间休憩座椅的优化各具特色：有的彰显文

化底蕴，黄浦区一大会址和一大纪念馆区域座椅和红

色文化天然结合、杨浦滨江改造休憩座椅展示“生活

秀带”、松江区通波塘西岸座椅体现老水厂历史文化；

有的倡导绿色发展，崇明区花博园内用废弃牛奶盒

制成环保长椅、长宁区新华路街道创意座椅筑起慢

行系统美好生活圈、闵行区七宝镇中谊路绿道休憩

座椅富有趣味性；有的引导社会参与，徐家汇商圈

空中连廊的休憩座椅由沿线商场承担管养责任，嘉

定区安亭镇嘉亭荟商场发动商户开放外摆位供市

民休憩；有的探索标准规范，长宁区出台了公共空

间休憩座椅建设导则，松江区编制了城市家具专项

规划建设导则。 本报记者 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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