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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一河”更具品质
我在黄浦江、苏州河畔长

大，对“一江一河”有特殊感情，

退休后仍常来走走，就像老友重

逢一样。感受两岸变化时，我也

会思考如何让这里更好。我发

现，市区的“一江一河”两岸空间

既有绿化环绕、又有休闲娱乐设

施。但苏州河上溯到吴淞江还

有10公里比较冷清，黄浦江的

徐汇到闵行段也存在断点。于

是，我向上海人民建议征集信箱

提交了建议，希望加强“一江一

河”全域系统规划，挖掘文旅资

源，有序推进郊区段岸线贯通。

很快，相关部门就反馈我的建议

被采纳了，黄浦江滨江贯通将延

伸至闵行，苏州河郊区段也正开

展整体规划。 建议人 韩曙

红色场馆更加聚合
上海红色资源丰富，除了中

共一大纪念馆等重要红色场馆

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小型红色场

馆。去年我发现，部分小型红色

场馆社会影响力有限、同质化现

象较严重；有的零星分散，藏在

深闺人未识。为此，我向人民建

议征集信箱提交了一封建议，希

望各类红色场馆加强联动、串珠

成链，提升参观体验、完善参观

路线。我的建议得到了市委宣

传部的采纳和回应。不久前，我

来到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

念馆，发现它已入选红色资源名

录，并与其他展馆实现联动。而

且在“红途”平台，还可以找到更

多红色寻访路线和丰富的文旅

场景。希望上海的红色文化不

断传承弘扬。

建议人 谢劼

“无障碍”更有温度
我是一位听障人士，多年来

一直享受助听器补贴政策。但

是，享受补贴的助听器都是电池

款，在外使用总担心会突然没

电。随着科技发展，市场上出现

了许多新型充电式助听器，可以

用手机调节音量、实时查看电

量，但却无法享受补贴政策。于

是，我向人民建议征集信箱提交

了建议，希望逐步扩大助听器补

贴目录，让更多听障人士享受到

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我的建

议很快得到了落实，在最新的助

听器补贴目录中，有了我们心仪

的充电款助听器。希望更多的听

障人士能够像我一样积极建言献

策，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和无

障碍的社会。 建议人 盛佳林

“微幸福”更加幸福
我是一名公园爱好者，平时

喜欢逛逛公园。随着城市公园

24小时开放，很多市民欢欣鼓

舞，晚上也可以去纳凉、夜跑

了。但是，有些市民也表达了不

安，担心“夜公园”会出现噪声污

染、安全隐患、不文明行为等问

题。于是，我撰写了一则人民建

议，建议规范公园夜间管理，加

强噪声管控，用“人防+技防”的

措施强化安全保障，做好公共卫

生间24小时开放等。我的建议

提交后，绿化市容等多个部门共

同研究，在公园开放的基础上，

让属地街道积极参与，根据每个

公园的特点，优化“一园一策”方

案，既让公园实现24小时开放，

也确保夜间公园得到有效管理，

希望更多人都享受到舒适安全

的游园体验。 建议人 陈剑峰

本报讯（记者 李晓明）2020年
7月17日，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

公室成立。截至目前，市民群众

通过征集渠道提出建议意见超

过34.9万件，重要建议的采纳率达

98.5%。

从建议人年龄段来看，80后、

90后占到一半以上，不少00后也

踊跃加入城市建设建言献策的队

伍中来。

从建议意见内容来看，主要聚

焦城乡建设、养老托育、医疗健康、

交通出行、文体教育等领域。比

如，在城乡建设方面，群众建议加

强居民小区物业管理，改造更新老

旧小区基础设施，提升小区周边生

活商业等。在养老托育和医疗健

康方面，群众普遍关心社区食堂等

为老服务的品质，希望优化托育服

务等，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方便“家

门口”问诊配药。在交通出行方

面，群众建议推进公共停车资源共

享，优化共享单车管理，加强无障

碍出行环境建设等。在文体教育

方面，群众建议增加更多公共体育

设施，优化公共文化服务。

从征集网络来看，上海已构建

“1+16+215+6500+X”的工作体系，

在市征集办、16个区征集办的基础

上，215个街镇、6500多个村居均

配备征集工作力量，在企业、学校、

园区等设立1000多个建议征集联

系点，全市布设800多个人民建议

征集邮筒。开通市、区人民建议征

集信箱，矩阵入驻“随申办”政务

App，与领导信箱、12345热线、“一

网通办”等同步收集建议。

从推动成果转化来看，在办理

机制上对每条建议实行登记、转

送、办理、答复的全闭环管理。在

报送机制上，梳理共性问题，挖掘

真知灼见，与建议人一同调研论

证，形成人民建议摘报。近年来，群

众建议数量逐年增加，越来越多市

民群众从关心个人利益到关注公共

利益，建议质量水平也不断提升，既

有发现问题的全局眼光，也有解决

问题的务实举措，用责任、智慧、热

情为上海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在办好送上门建议的同时，上

海全力推动开门问计。联合职能

部门，在民生政策、重大项目出台

前，主动设置议题，广泛征集建议。

创新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让大家的

事大家商量着办，把问题解决在群

众投诉前，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今年7月5日起，市建设交通

工作党委、市人民建议征集办、新

民晚报社启动“‘点’亮上海”人民

建议专题征集活动。活动期间，在

“人民城市——共建共享美好家

园”等主题下，聚焦城市更新、城市

治理中的市民关注热点，征集“市

民话题”，开展“市民圆桌”，邀请市

民代表与职能部门“面对面”，坦诚

交流沟通，听取建议意见，共商共

议对策。“‘点’亮上海”的“征集令”

发出后，已收到相关建议3379件。

汇人民之智
聚人民之力
建人民之城

盖博华
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市信访办主任、市人民建议征集办主任

收到建言献策超34.9万件
市人民建议征集办自成立以来

今年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提出

五周年。在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引

领下，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于

    年 月  日成立，人民建议征

集工作体系不断健全、法治基石夯

实筑牢、渠道网络加速铺陈、运行机

制日益完善，成为人人有序参与社

会治理的重要渠道和推动城市建设

的重要力量。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是城市

的主人，是人民城市建设最可依靠、

最应凝聚的力量所在。根据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人民建议征集充

分发挥“征民情民意、集民智民慧、

聚民心民力”的平台作用，在“城市

怎么建”上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在

“建得好不好”上倾听民声、回应期

盼，架起人民城市的民意“直通

车”。近年来，群众广泛参与，上至

耄耋老人，下至少年儿童，不同地

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市民群众

踊跃建言。建议丰富多元，既有城

市建设的“大事”，也有群众身边的

“小情”，既有“烟火气”的美好向往，

也有“冒热气”的急难愁盼，很多是

坐在办公室里发现不了的真问题、

想不到的好办法。人民建议征集成

为了解社情民意、汇集真知灼见的

“富矿”，为人民城市建设汇聚起磅

礴的群众智慧和力量。

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是城市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让群众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是建设人民城

市的初心。人民建议征集坚持智慧

从群众中来，实惠到群众中去，从办

好一条建议，到改进一项工作、完善

一批政策、解决一类问题。推动老年

综合津贴“免申即享”，“老房加梯”流

程优化，“一江一河”滨水驿站功能提

升，  分钟生活圈建设向乡村延伸，

露营行业发展出台管理规范，城市

设摊经营管理更加精细……一大

批群众“金点子”转化为城市治理“金

钥匙”，结出利民惠民“金果子”。同

时，越来越多部门把民智作为决策资

源，在出政策、推工作前主动问需问

计于民。“十四五”规划主动征集，把

普通市民的建议首次写入规划纲要，

“民心工程”主动征集，收到建议    

余条，群众期盼切实转化为新一轮

民心工程项目措施，政府实事项目每

年听取群众建议。民之所盼，政之所

向，人民建议征集让越来越多政策

措施更符合民需、更贴近民心。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以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为标

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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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时代新征程，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将继续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更好汇人民之智、聚人民之力，

共绘美好生活“工笔画”，铺就人民城

市“实景画”。

点亮上海
众智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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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渠道

■ 上海人民建议征集信箱（扫

码进入，或通过随申办“互动”栏、上海

人民建议征集门户网站进入）

■ 新民晚报新闻热线：962555

■ 移动客户端：新民App

“帮侬忙”入口
■ 微信公众号：新民帮侬忙
■ 今日头条号：新民帮侬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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