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以人民为中心
推进改革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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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

为了让人民
过上更好的日子

全面深化改革即将在神州大地掀开
新的篇章。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

记曾多次强调，“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
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
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
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做到老百姓关心
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
什么”。
上海，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的首提地，始终有一项特殊的使
命：这座城市的一切改革探索，不仅要成
为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开路先锋”，也
要在城市治理上打造样板，在凸显人本价
值上成为示范。
把人民城市理念贯穿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全过程，做深做好改革为民这篇大
文章，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这是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继续
前行的志向与追求。

动力之源
一切为了人民
推杆启动，掌声震天。见证这

幸福时刻的居民们，已经在憧憬着

未来在新居相聚……今年6月24

日上午，上海规模最大的“两旧一

村”改造项目——凤南一村旧住房

更新项目正式开工建设，1800余户

居民告别窘迫的居住环境，即将在

熟悉的老土地上迎来新生活。

“能在原来的地方原拆原建，

真开心。这里地段好，周围环境熟

悉，邻居还是老邻居！”今年64岁

的郁女士5岁起就居住于此，小外

孙也出生在这里。一家五口蜗居

在15.7平方米的老屋里，上厕所、

下厨房都要抢公共厨卫，生活极为

不便，加上房屋常年漏雨，家里的

家具已被“泡坏”了两套。

为了推动“凤南涅槃”，上海杨

浦区各级政府部门聚焦痛点堵点

攻坚克难，统筹考虑居民关切的停

车、充电桩、人车分流、适老化、儿

童友好等问题，结合节能降碳、海

绵城市创建，先后进行6次颠覆性

修改和重新设计，历经20余稿修

改完善和近百场专题研讨，最终形

成方案，推动老房重焕新生。

凤南一村项目是上海“两旧一

村”改造的缩影。2022年7月，上

海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改造提前收官。这项接续奋斗

30年的民生实事刚画上句号，上海

又马不停蹄地开启了“两旧一村”

改造。

旧改历来被称为“天下第一

难”。零星旧改、不成套旧住房改

造和“城中村”改造——相较于成

片旧改，“两旧一村”改造任务更

重、难度更大。尽管如此，上海坚

决立下军令状：用两届政府十年时

间完成任务。

资金筹措难、政策突破难、矛

盾调解难……任务无比艰巨，但上

海各级领导干部都明白，如果不能

解决最根本的宜居安居问题，老百

姓的品质生活就无从谈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一切痛点难点堵点，都

是改革的切入点。为此，上海不

断创新政策供给，加大专项资金

投入、优化征收补偿机制、强化历

史风貌保护、完善司法保障措施，

不断把工作推向前进，将改革推

向深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考察上海，他念兹在兹的除

了发展，还有民生——从幼儿托育

到社区养老，从住房保障到垃圾分

类等等，他都曾亲自过问，一再叮

嘱。这些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关键

小事”，也是“国之大者”。

上海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人

民的需求为改革动力，把人民至上

充分体现在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

之中。从城市更新改造，到公共服

务供给，再到公共政策的设计推

行，都从根本上体现对人的尊重，

回应人的需求。

在寸土寸金的静安区，上海首

个“口袋公园带”串联起昌平路东

段新建的水景花园、儿童乐园等6

个公共空间；在户籍老年人口占比

超四成的普陀区，全市首个区级智

慧助餐系统实现了全区社区长者

食堂“一卡通吃”，还能享受补贴服

务；在虹桥人才公寓，为了解决青

年人上下班出行“最后一公里”难

题，虹口区专门开通两条短驳线，

连缀起写字楼和地铁站……

任何改革都有价值维度。中

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

鲜明指出，改革为了人民。全面深

化改革的各个阶段、整个过程，都

必须体现这个立场、践行这个立

场。以人民的需求为动力之源，上

海的改革探索，不仅是人民城市建

设的上海样本，也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城市表达。

事业之基
紧紧依靠人民
人民愿望，是动力之源；群众

参与，是事业之基。

最近，上海闵行区的莘庄公园

将要焕新升级。围绕公园改造提

升、沿线景观美化、传统文化传承

以及24小时开放等议题，莘庄镇

“人民城市议事厅”开启了一场全

民大讨论。

讨论现场可谓“热辣滚烫”：

“希望能够保留园艺特色”“要增加

绿化和河道的面积”“24小时开放

安全如何保证”……周边居民代

表、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纷纷提出

各自问题与建议。

类似的大讨论，在上海早已司

空见惯。长宁区天山绿地东南方

向4.5公里的乐山绿地，是上海第

一个由居民全过程参与建设的口

袋公园。当时，为听取民众意见召

开的听证会，整整持续了近7个小

时，居民们共提出不下50条建议。

改造后，住在附近的居民葛敬

东感慨万千：“从1989年搬进乐山

五村后，这块绿地前后整改了三四

次，这次是最满意的，超过了我们

的预期。”

2019年11月2日，在上海杨

浦滨江提出“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数小时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虹桥

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告诉大家，

“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

一种全过程的民主”。2023年12

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

时进一步指出，要把全过程人民民

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构建人人

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

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人民的城市”，终究要让人民

当家作主。与老百姓相关的事，让

老百姓有话语权，这在上海的改革

实践中已经成为常态。

比如，教育问题是影响年轻人

生育意愿的一大因素，尤其是有意

愿生育二孩的家庭，不少是因为入

学难、接送烦、压力大而打退堂

鼓。今年上海市人代会上，市人大

代表施政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试

点推行二孩家庭同学段“长幼随

学”优先入学政策，为解决同一家

庭多孩同校就读创造条件。

对于这份代表建议，上海市教

委给出了“解决采纳”的答复。今

年3月，《2024年本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明确“积极为同一家庭多孩同校

入学创造条件”，并将指导各区落

实好义务教育阶段“长幼随学”有

关政策，切实减轻多孩子女家庭接

送负担，积极为多孩子女同校入学

提供便利。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

“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

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

如今，上海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

主最佳实践地的过程中，已在全

市设立235个“协商于民”政协委

员工作站、2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打造了“1+16+215+6400+X”的人

民建议征集网络等，更加充分听

民意、集民智、聚民力，在人人有

序参与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治理格局，推进人民城市的改革

发展。

度量之尺
不断造福人民
不少市民注意到，2020年开始，

上海把民生工程更名为民心工程。

从民生到民心，虽只一字之

差，境界完全不同。民生，字面理

解，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事项。

民生工程当然是希望造福百姓，但

有时候花了钱、费了劲，老百姓并

不买账。只有办得贴心、用心、暖

心的民生工程，才是民心工程。

这不仅是政绩观的差异，也决

定了改革的价值取向和评判尺度

——真正造福于民，得到老百姓认

可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静安区江宁路街道位于上海

中心城区，要挖掘出老百姓的公共

服务空间并不容易。然而，聚焦

“为1—3岁宝宝家庭提供临时性

托育服务”，街道还是尽最大努力

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如今，有些

“宝宝屋”嵌在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有的则嵌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能

够为每户社区居民提供每年12次

的宝宝托管免费服务，既方便了居

民，也增加了市民和公共空间的互

动黏性，赢得了百姓点赞。

前不久，上海世博文化公园音

乐之林里，约15000平方米的宝藏

大草坪突然火了，甚至被网友称为

上海版的“阿勒泰”。工作日都有

人特地来晒日光浴、遛娃、写生，附

近上班的白领更是把这里当成了

后花园，甚至还有市民穿着少数民

族服饰赶来拍写真、打卡。

世博文化公园位于浦东后滩

地区，这里被誉为上海的第二个陆

家嘴，如果进行土地开发，收益估

值应在千亿级。但上海牢牢守住

这片钻石宝地，下定决心将其打造

成开放共享的公共生态空间，充分

诠释了“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的价值取向。

这些年，上海始终把为人民谋

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聚

焦“老小旧远”，回应急难愁盼，让

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

众。“一江一河”岸线贯通、15分钟

社区生活圈搭建、口袋公园成为家

门口的好去处、城市医联体让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可以说，

身边这些大大小小变化的背后，都

是上海积极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的改革“成绩单”。

一个个难题的破解、一项项改

革的推进，体现人民意志、保障百

姓利益、激发群众创造。从过去到

未来，这座光荣之城、创新之城、开

放之城、梦想之城，为谁坚守，又为

谁变革？

上海始终以“人民”二字作答。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手绘 邵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