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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新民眼

世界城市日

本报讯（记者 袁玮）开放
式弄堂的大门竟然是靠“七嘴八
舌”设计出来的？武康片区的治
理太暖了。为进一步提升居民幸
福感，徐汇区湖南路街道在党建
引领下，鼓励各方共同联动，发挥
集体的智慧，共筑生生不息、心心
相印、守望相助、美美与共的美好
武康。
在武康大讨论第二场活动

中，武康路391弄的居民与商户围
绕“开放式弄堂如何做到居民、商
户和游客和谐相处”这一主题提
出了自己的诉求和建议。其中
“如何守好391弄的大门”“如何共
同维护和谐有序的居住、经商环
境”是焦点之一。
大讨论结束后，武康路391弄

大门的“硬件更新”也提上了日
程。针对居民提出目前大门存在
的“小门底部栏杆造成非机动车
出入不便”“门禁系统无法启用”
“开关门时声音较大”等问题，第
一版设计方案很快提出。居民们
又积极参与设计稿讨论，结合日
常生活和使用场景提出改进建
议：原先的实心黑门比现在的镂
空设计更美观，也更安全，可以防
止从外部伸手拔起插销；小门底
部不能有铁栏遮挡，否则影响电
瓶车进出；大门应可以完全推开，
方便机动车出入；夜间大门关闭
后，要考虑可能发生断电、断网或
其他临时故障，最好有备份手段
供应急进入。
群策群力之下，391弄铁门的

设计方案最终定稿。居民们的合
理建议都得到了采纳：考虑到安
全性，铁门采用非镂空设计，安装
智能安防人脸识别系统，将保持
白天打开、晚上关闭。10月14日，
武康路391弄的新大门安装完
成。居民们高兴地说：“小小一扇
门，由各方一起讨论决定，凝聚着
大家的想法和心血。作为开放式
弄堂的住户，我们很愿意为了家
园变得更美好，一起参与建设。”
武康路391弄，从巷头走到巷

尾不到5分钟，但有居民、店铺、名
人故居，“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街道、居委会搭平台，居民和商户
之间一直在探索和谐相处的新模
式，比如：商家调整营业时间，给
居民留出安静的休息时间；闲暇

时帮助居民一同清洁家园等。在
大讨论现场，网红商店的店主霍
霍深有感触地说：“在391弄，邻居
之间碰到问题能像家人一样沟
通，居民、居委和商家会定期携手
开展清洁家园行动，以身作则营
造整洁有序的居住和经营环境，并
以此感染居民、商户和游客，一同
在洁净的环境中践行文明新风。”
大讨论结束后，霍霍专门设计了卡
通文明标识宣传牌，张贴在弄堂的
墙上。“弄堂老人多，请勿大声喧
哗”等暖心贴士，结合了霍霍喜爱
的卡通形象，维护着社区环境的有
序与和谐，使得“街区的网红流量”
切实转化为“社区能量”。
与武康路391弄的大门一样，

武康路393号民居的楼道大门也

在采纳了居民建议后“更新换
代”。如今的武康路393号，绿色
新铁门清爽美观，配上智能安防
系统，楼栋居民可以通过“输密
码”或“刷脸”开启铁门。“要换什
么样的门？大家反复讨论了很
久。”393号的居民说，“最终考虑
到居民楼安全和防盗门的耐用
性、性价比等，选择了现在的改造
方案，大家都很满意。”

一条开放式弄堂，一扇关不
住的铁门，像这样体现“城市温
度”的基层民主协商形式，已经成
为“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生动
实践。未来，武康片区将进一步探
索党建引领下的基层全过程人民
民主实践路径，让更多“好声音”
“金点子”成为基层治理的新引擎。

开放式弄堂大门如何设计
大家“七嘴八舌”商量着办
徐汇区湖南路街道武康片区基层治理生动实践

一只篮球，三人一组，两组对

抗，过人、起跳、上篮。

疫情之下，体育馆大型比赛

暂停，楼宇社区办起了“三人篮球

赛”。马上，新赛季开启。

楼宇社区，在哪里？就在党

的诞生地所在街道——黄浦区淮

海中路街道。

这里的楼宇社区有啥特点？

在申城，楼宇社区治理，又有什么

新景观？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

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在申城，尤其是市中心，楼宇

密集。今年7月，申城完成了持续
三十年的成片旧里改造，收官在黄

浦。由此，淮海中路街道辖区呈现

新的人口特征——居住人口一万

多，楼宇工作人口八万多，远超前

者；楼宇社区，成为党建引领下共

建、共治、共享的新治理单元。

楼宇社区，以善治促发展，就

要拿出些实招。

今年上半年，经历了大上海

保卫战，城市生活重新回归常态，

基层街道的首要任务是——以辖

区内重点楼宇、商务中心为主要

阵地，做优做好营商环境，“店小

二”要拿出十八般武艺。

淮海中路街道辖区内共有35
个楼宇、园区及商业体，合计商业

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办公面积
超过80万平方米；共有商务中心
18个，面积约9万平方米；另有在
建办公面积24.3万平方米，在建
商业面积12万平方米。如此密集
的程度，在全市屈指可数，更要因

地制宜、精准服务、招大引强。

二、三季度，上海市、区两级

各项安商稳企政策密集出台。政

策落地，必须要让企业充分知晓，

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就是“面对

面”宣讲。于是，一个个“政企沙

龙”出现在楼宇社区，董事长、总经

理、人事总监、财务总监……分门

别类，应邀出席。街道请来职能部

门“政策大拿”，现场推介，释疑解

惑，事半功倍，让企业吃下定心丸。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楼宇社

区如何共建共治共享？头一样，

就是要帮企业活下去、活得好、有

奔头。“政企沙龙”是一个渠道，此

外，大走访、大排查，坚持问题导

向，做好金牌店小二，开展组团式

服务，哪里吃紧，就往哪里使劲，

安商稳商，一样样做扎实。

楼宇社区里，营商环境好不

好，安全指数，也是重要考量。平

安楼宇，科技赋能，智联场景用起

来——客流眼、消防水压、店招店

牌倾斜监测……物联应用场景10
类3500余套，让环新天地楼宇社
区“雪亮工程”实现全覆盖。

有科技赋能，更有制度供

给。出台《商务楼宇自治共治实

施细则》，组建淮海中路、新天地

平安商户联盟，发动楼宇社区人

人参与，筑牢平安防线；创设“一

楼一网一长”、一大会址“24小时
警政联防”新模式，打破行业壁

垒，形成条块联勤、政企联动。目

标是，环新天地楼宇社区，要做申

城平安社区新标杆。

无论非常时期，还是平常时

候，楼宇社区，日子不平淡。

最近一两年，不少健身场馆

无法持续正常经营，楼宇白领健

身，却也是刚需。怎么办？楼宇

社区运动会，开起来！小型、灵

活、不拘形式、重在参与。三人篮

球赛，就是高参与度保留节目。想

想也是，从中学到大学，体育课上，

谁没练过几回三分球呢！何况，越

是抗疫，越发明白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

楼宇社区，创新文体活动，开

展跨界合作，形成商业供给、公益

配套和白领需求的无缝衔接，成为

白领们喜闻乐见的香饽饽。其中，

“活力淮海·楼宇运动季”先后联合

23栋重点楼宇、带动2000多家企
业共同参与，覆盖5万余人次。

如果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那么，楼宇社区善治，让人感受安

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已达境界

是啥模样？一种答案是——来

吧，在淮海中路99号大上海时代
广场前，过人、起跳、上篮、得分，

开心的！

“三人篮球赛”开进楼宇社区 姚丽萍

慎余里建成于20世纪30
年代初，是上海保存最完整的
石库门建筑群之一。2012年，
为配合城市更新项目，慎余
里被保护性拆除。如今，修
复后的“慎余里”华丽转身，

作为上海苏河湾万象天地内
文化展示、旗舰餐饮与体验
零售的集聚地，成了苏河湾
的全新地标和市民休闲打卡
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今天是“世界城市日”，昨天，
上海“石库门城市更新论坛”创始
人陈瀚波告诉记者，在“世界城市
日”诞生的“石库门城市更新论
坛”，已连续举办两届，通过经验交
流、成果分享、建言献策，为进一步
推进石库门城市更新向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贡献。
“上海现存较为完整的石库门

风貌街坊约173处，共有石库门里
弄1900余处，居住建筑单元5万
幢。其中部分石库门里弄和风貌
街坊已列入各类法定保护对象。”
陈瀚波表示，近年来，上海在石库
门城市更新方面涌现了新天地、建
业里、田子坊、丰盛里、张园、今潮8
弄、慎余里等众多的成功案例，与
各类建筑一起构成了城市的肌理，
延续着上海的文脉和特有的温度。

“瑞金二路街道辖区内老建筑
风格较多，南昌路100弄、南昌路74
弄、步高里等均为典型的石库门建
筑。近年来，街道以黄浦区衡复风
貌区保护首轮三年综合改造为契
机，积极探索‘拆除违章—房屋大
修—小区微更新—适老化改造—
平安建设—自治共治’一体化模
式，让石库门建筑在保留历史风貌
和浓郁烟火气的基础上，焕发新生
机。”瑞金二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任
伟峰介绍，他们聚焦居民急难愁
盼，对南昌路100弄等多个石库门
建筑小区，实施环境综合整治和微
更新，增设了非机动车棚、充电桩
等设施，杜绝飞线充电等现象，消
除安全隐患。逐步增强居民公用
设施改造力度，坚持以适老化改造
为切入点，提高幸福指数，让房屋

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石库门作为上海特有的一种

城市民居建筑，同时也是世界民居
建筑的特殊类型，至今已有150多
年的历史，弘扬石库门文化，不断
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是摆在我们
面前的重要课题。”在上海世界城
市日事务协调中心主任成键看来，
“石库门城市更新论坛”传承了世
博理念，并通过石库门城市更新的
成就展现上海品牌。首届论坛发
布的《石库门论坛倡议》内容，正在
以不同形式逐步转化为成果。论
坛举办至今，已有4篇嘉宾发言稿
作为论坛成果，被收录进上海世界
城市日事务协调中心每年出版的
中英文《世界城市日活动成果精
粹》一书，得以向全球传播。

本报记者 江跃中

百年慎余里华丽转身

上海现存石库门里弄1900余处
近年城市更新涌现众多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