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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周末的上午，虹口区嘉兴路街道

社区文化中心，几位天虹居民区的老

党员在听同济大学的教授解读《党章

（修正案）》，随后天虹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刘懿静总结发言。事实上，从区

民政局的科长到居民区书记，看上去

得心应手的刘懿静的“身份”才刚刚

转变了三个星期。

虹口区选派32名机关干部到社

区下沉锻炼，刘懿静是其中一员。“这

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具体举措，也是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选派

干部到社区这个‘小社会’里摸爬滚

打、反复淬炼，有助于干部进一步树

牢群众观念，提升做好群众工作的共

情能力、引领能力、协商能力，将进一

步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助推上海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虹口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红波告诉

记者。

把合适的人
放到合适的岗位上
此次干部下沉，虹口区统筹考虑

了干部的工作能力、专业特长、熟悉

领域等，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

上。民政局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

成部门，与街道、居民区有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于是来自区民政局组织人

事科的刘懿静，就这样被选派到环瑞

虹地区。“我可以把民政的重点项目、

扶持政策等在所实践的居民区推进

实施，希望通过上下联动，打造居民

区基层治理的一个样本。”刘懿静说。

10月底，刘懿静到社区报到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熟悉情况。和居民几

次面对面的沟通后，刘懿静心里有了

底：“大家希望开展多样化的文化、体

育、艺术、阅读等活动。”她在民政部

门工作、具有社区治理理念和资源的

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嘉兴路街道要

在社区改造“天虹会客厅”，她根据居

民需求，主动与设计方沟通。“改造后

的‘天虹会客厅’会有工坊、多功能厅

和迷你剧场等三大功能，居民可以参

加烘焙、阅读、亲子沙龙等多样化、高

品质的社区活动。”同时，会客厅还支

持社区的能人、达人组织社群开展活

动，议事协商，主动参与社区事务，推

动居民自治、社区共治。刘懿静告诉

记者，“我们目前正在联系虹口图书

馆，打算设立自助借阅机、设置‘嘉书

房’延伸点或图书漂流等多种形式，

满足居民的读书需求，让书香飘进社

区、飘进楼栋。”

与“天虹会客厅”形成联动效应

的是居委会要试点开展“沉浸式”办

公改造，把更多的办公空间让渡给

居民，居委干部真正“沉”到居民当

中去，提供更加及时、高效、贴近居

民需求的服务。恰好“沉浸式”办公

是刘懿静所在的民政部门牵头开展

的基层治理创新品牌项目，她顺势

依托“娘家”的资源和支持，带领居

委干部先行一步，到别的街道居委

“取经”。刘懿静说，我们鼓励居民

全过程参与打造符合瑞虹社区需

求、特点和品质的“沉浸式”办公新

模式，让居住在瑞虹的居民享受到

更高效率、更加便捷、更有品质的社

区公共服务。

1+1是叠加
“大箩筐”里“练好钢琴”

要说刘懿静这些天来工作如此

“顺风顺水”，也仰仗了一个“好师

傅”，她就是安丘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雷国兴。“我们安排了经验丰富的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1+1’带教，帮助下

沉干部尽快适应岗位需求。”嘉兴路

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俊说，之所以选

择雷国兴，不仅是因为她基层工作

经验丰富，而且两个居民区的居民

年龄、层次结构等也非常接近。带

教不是上上课这样简单，我们是通

过“项目带教”，实实在在完成一项

居民的需求，来提高下沉干部的基

层工作能力。

目前带教的项目尚在斟酌中，不

过雷国兴的一些工作“秘籍”刘懿静

已入脑入心。“先从合作开始，我可以

从细微处学习点‘招数’，下周末我们

两个居民区要联合举办一个亲子活

动。‘1+1’的带教不是互补，是叠加，

希望迸发出更亮眼的火花。”

三个星期的新身份让刘懿静体

会颇深，相比较机关工作在某个领域

开展、相对专一，居民区工作则更加

全面，各个部门、条线的工作都在居

民区落地，是一个“大箩筐”，必须把

握方法、“弹好钢琴”。“这对居委干部

的综合协调、应急、创新治理能力都

是锻炼和考验，希望我能合格。”

本报记者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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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上海“外圈”强势崛起，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建设重中之重。上海落实“四个放在”、强化“四大功

能”、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及大型文旅新地标等，无不在兼具空

间和区位优势的城市周边发生发展。为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展现上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风采，新

民晚报与浦东、奉贤、金山、松江、青浦、嘉定、宝山、崇明八区融

媒体中心联合推出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特别策划——新时代

新征程新伟业 点亮“上海金环”融媒体特别报道。今日推出第

一辑——浦东新区 ·外高桥全球汇。

浦东无疑是“上海金环”最闪亮的一环。而曾经被视为“远

郊”的外高桥，如今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热土，也是上海对外开

放的最前沿。第五届进博会刚结束，外高桥“全球汇”项目正式

启动。该项目占地面积2万余平方米，汇聚五大洲名优商品。

意大利手工珠宝、瑞士名表、巴基斯坦宝石、西班牙火腿等大量

进博“同款”展品琳琅满目，精彩纷呈。“全球汇”项目还将发挥

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先行先试优势，打造成浦东“全球新品首发

地”和上海自贸区消费品专业贸易平台集散地。

点亮
融媒体特别报道启动

今推出第一辑——浦东新区·外高桥全球汇

常常听到生活、工作在青浦的人感慨“越
来越幸福”。这种“小确幸”源自身边发生的
变化——道路提升改造，交通越来越便捷；
“口袋公园”不断新增，家门口就有好风景；幸
福社区建设，让生活更便捷。
今年2月，青浦第一座高架路——崧泽

高架路主线通车，从虹桥枢纽到青浦新城仅
需约15分钟。距离缩短，还能节省过路费，
许多跨省上班的人通勤有了新选择。近年
来，青浦区加快优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大力
实施城市道路畅通工程，先后谋划实施了一
大批打通城市“断头路”、主次干道连接路工
程，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道路交通体系已基
本形成，道路互联互通、互促互补取得重大进
展，通行效率不断提高。外青松公路功能提

升改造工程，轨道交通2号线、13号线、17号
线西延伸，沪苏湖高铁均已悉数开工建设，轨
交17号线、市域铁路“嘉青松金”线、“沪苏
嘉”城际铁路三线换乘也在规划论证中。
除了交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子项

也备受关注，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基本需
求与切身利益。长三角（上海）智慧互联网医
院投入运行后，远程问诊、在线处方、药品配
送等互联网诊疗服务不断迭代升级。青浦许
多村里设有“云诊室”，预约上互联网医院的
专家号，村民隔着屏幕就能专家问诊、配药，
实现“看病不出村，居家可配药”。近年来，青
浦通过引进优质教育品牌、与高校合作办学、
实施委托管理办学等方式，多渠道增加优质
教育资源供给，培育和催生一批新的公办优

质教育资源，青浦兰生学校、思源中学等一大
批家门口的好学校陆续迎来新生。
民生举措频频出台，便民实事落地有

声。这背后，是政府切实把群众的“急难愁
盼”放在心上，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文
化、体育等民生领域，持续加大投入，改善人
民生活品质。青浦区的“财政账单”显示，每
一年，民生项目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持续稳定在70%以上。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金山区民生领域投

入从“十三五”初的107亿元，增加到今年的
138亿元。松江区也在持续加大民生项目投
入，十年来民生项目财政总支出达1074亿
元，年平均增幅达10.3%。群众关心期盼什
么，政府“真金白银”就投到哪里。一个个数

据“刻度”，标注财政投入“力度”，体现了“惠
民温度”。

10月27日，上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有
一个亮点值得关注。在经济加速重振带动
下，上海民生工作持续改善。前三季度新增
就业岗位44万个、完成全年目标的80%，全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9472元，同比
增长1%。截至9月底，上海30项为民办实事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1.5亿元，占全年计划的
93.2%。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
造历史性完成，一批零星旧改项目加快启
动。保障性租赁住房加快建设筹措，前三季
度完成 15.8万套（间），占全年目标的
91.6%。
财政资金的全力保障和支持下，从教育、

医疗等切身福祉，到旧改安居、托底保障等底
线需求，一系列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大事难事急事、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的重大民生实事项目落地开花。上海深入践
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民生
事业繁荣发展，市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财政力度尽显惠民温度
杨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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