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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我以前就听说过钱学森先生，今天更深

入地了解到他当年如何作选择，以及为什么

那么做。我觉得，这与我们留学生来说有一

些类似，那就是为了报效祖国，这也是我自己

的目标。”上海大学金融专业博士生、肯尼亚

小伙欧辰如是说。

9月27日，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的20多名大学生参加

了由中共上海市委外宣办组织的“国际学生

看上海”活动，走访钱学森旧居、路易 ·艾黎故

居、时尚创意及潮流品牌集合地愚巷和苏州

河华东政法大学段及中山公园公共空间，了

解国际主义人士为中国解放和建设事业不懈

奋斗的故事，感悟上海以崇敬之心善待历史

遗存的城市软实力。

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111号是享誉世界

的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

元勋钱学森的旧居。1955年10月26日，他正

是从这里惜别家人，前往北京，开启他的“两

弹一星”征程……愚园路“红色印迹”宣讲团

团长、“全国最美志愿者”霍白娓娓道来。

从本科开始，欧辰在上海求学已有11

年，堪称资深“新上海人”。当年，因为十分看好

中国、特别是上海的经济发展，让他选择来到这

里。如今，11年过去了，欧辰笑言“这个选择没

有错，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被上海吸引。”

欧辰明年即将毕业，谈及未来，他说会先

在上海寻找机会，“最好是一份能结合中国和

肯尼亚的工作，推动我们两国一起发展。”

在刚刚破墙透绿的中山公园公共空间，

韩国女孩梁如镇举着单反相机一路拍摄，上

海良好的生态环境让她印象深刻。随着来华

留学生签证政策的放开，今年8月她终于如

愿来到同济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国际中文教

育专业的学习。

在寸土寸金的愚园路上种菜，让国际学生

们感到很新鲜。这是愚巷中一座小花园——

“一方美好”，人们在这里可以亲近自然、认领

心仪植物、采摘果实。同济大学的三朵“小

花”——俄罗斯女孩林迪亚、哈萨克斯坦姑娘

汉诺娃和土库曼斯坦女生杰琳结伴而行。林

迪亚今年9月才来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建

筑和人物故事令她印象深刻。

杰琳则对行程中路易 ·艾黎故居最为难

忘，她说：“今天我是第一次听说路易 ·艾黎的

故事，原来很久以前就有外国人来到中国、帮

助中国，而直到现在，中国人都非常尊敬他、

怀念他，这让我很感动。”

就读于临床医学专业的杰琳来上海已有

三年，其间没有回过家乡，而这三年恰好也是

新冠疫情所在的三年。谈及在沪求学感受，

她说：“这里生活很便捷，上海有非常知名的

医生、老师，我感到能学到很多东西。”杰琳

说，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如同曾在这座城市奋斗的中外人士，这

群国际学生如今也在这里辛勤耕耘。或许不

久的将来，他们将同前辈一样，成为这座城市

的骄傲。 本报记者 王佳烨

愚园路上听历史 苏州河边看未来

——专访黄浦区委书记杲云

基层治理创新，从“云端”到“指尖”
黄浦区是上海

的心脏、窗口和名
片，基层治理多有
创新实践，二十年
前发端于五里桥街
道的“三会”制度，
闻名全国。
目前，上海正

在深化推进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黄浦
区又有哪些新实
践、新思考？本报
记者就此专访黄浦
区委书记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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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感悟上海城市软实力

“楼组群”开启
“云协商”“云听证”
众所周知，“三会”制度是以党建为引

领，由居委会主持召集听证会、协调会和评

议会，解决居民“身边事”。

“作为黄浦基层首创，20多年来‘三会’

制度不断扩大覆盖面，提升基层民主协商

的广度、深度、活跃度——往社区深入、往

楼宇延伸、往云端拓展。”杲云说，数字时代

社会治理特别注重线上线下融合，黄浦不

断推动“三会”制度创新实践走上数字“云

端”、来到居民“指尖”，持续提升便捷度、活

跃度和实效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居民“楼组群”开展“云协商”“云听

证”；同时，一系列最新防控政策、保供物资

发放、社区邻里团购、志愿者招募等信息，

及时权威发布，引导居民投入社区防疫，共

同守护家园平安。

“三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群众认同、

群众支持、群众参与，关键在于更好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党建引领、

整合各方资源、关切群众需要，让这一基层

治理品牌常做常新、永葆活力。

“一套数据一者底账”
助力疫情防控

今年疫情防控，数字治理的效能和效

率，备受关注。

黄浦区的“数字治理”情况如何，对打

好疫情防控攻坚战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

“近年来，黄浦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

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的重要

指示精神。”杲云说，黄浦区积极探索城市

数字化转型下的数字治理新理念与新方

法，注重运用前沿科技破解治理难点热点

问题，充分激发各类主体参与自治共治的

积极性，全面提升治理实践水平和效能，

城区智慧治理的引领效应和名片效应初

步显现。

今年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黄浦区快速

建成应用“社区疫情防控智能应用系

统”，4月27日正式上线以来，系统功能

不断迭代升级，为疫情防控提供数据支

撑，累计治理各类数据超过2亿条，建成

区疫情防控综合数据库，形成“一套数据

一本底账”。

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以来，黄浦区重

点聚焦应检尽检、疫苗接种、复工复产，加

快系统迭代升级，开发“应检未检管理”模

块，及时发现并组织未检人员进行核酸筛

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今后，我们将理顺公共数据治理和运

营机制，深化大数据赋能城区治理场景应

用，在实战中持续发挥公共数据价值和使

用效能，努力打造上海中心城区‘数字治

理’新模式、新标杆。”杲云说。

“百年馆昌路”
启示街区治理

今年9月，最新公布的上海市美丽街区最

佳实践案例，1.6公里百年南昌路榜上有名。

百年街区南昌路地处衡复历史风貌保

护区，毗邻淮海路，红色基因鲜明、人文底

蕴深厚、商业商务交融、文化机构集聚。同

时，南昌路街区也存在治理难题，居民密

集，历史建筑多，修缮保护标准高。“近年

来，我们花费很大力气综合推进街区整治

焕新，扩大社区自治共治渠道，推动多元主

体有机互动、协商共治，积极打造美丽街

区。”杲云说。

如今，南昌路街区居民生活环境明显

改善，整体风貌持续焕新，社区自治共治有

力推进，人民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真正成

为宜居乐享美丽家园。

“南昌路街区治理，带给我们启示。”杲

云说，今后要以解决各方最关切的问题为核

心，加强统筹协调、实现整体提升；要以协调

不同群体利益诉求为突破，加强共商共议、

实现共治共享；要以提升街区品质和软实力

为追求，展现历史韵味、彰显人文气息。

基层治理
要做好“四件事”

未来，建设人民城市，黄浦区的基层治

理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

“基层治理，我们要做好四件事。”杲云

说，第一件，强化党建引领，严密组织体系。

优化街道党建“1+2”体制，做强社区党委，做

实行政党组，深化网格党建和楼宇党建，不

断强化街道党工委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

心作用，发挥好居民区党组织、楼宇党组织

等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发挥党

建引领在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中的作用。

第二件，做强共治平台，丰富品牌内

涵。“零距离家园”是黄浦着力打造的基层

治理的整体性品牌，将在街道、居民区、楼

宇园区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服务“全人群”、

覆盖“全区域”、畅享“全功能”的“零距离家

园”服务实体阵地，切实提升群众感受度、

认可度。

第三件，注重制度建设，提升善治效

能。持续推广宝兴里旧改群众工作“十

法”，深化发展“三会”制度，完善以“住户守

则”为代表的居规民约体系，深化社区分类

治理“工作七法”，探索形成针对不同类型

小区、社区的治理方法和标准。

第四件，持续夯实根基，强化支撑保

障。核心是赋能基层、做实基础、练好基本

功。“基层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所在、重心所

在、支撑所在。”杲云说，建设人民城市，黄浦

区将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

智能化水平，以打造“零距离家园”品牌为统

领，有效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基

层治理格局，在新起点上谱写基层治理现

代化的新篇章。本报记者 杜旻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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