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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引领下，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听群众真知灼见，

请群众建言献策，让群众共享成果。慧从民来，惠及民生。一条条人民建

议的转化落地，给更广大人民群众带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见证了人

民城市更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人民建议，让人民城市更美好。

■ 杨浦大桥桥下空间贯通改造前（左）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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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黄浦江两岸将加快推动杨浦

滨江、徐汇滨江等岸线“南拓北延”贯通，

进一步拓展滨江新空间，苏州河郊区段

也纳入《苏州河沿岸地区整体风貌与开

放空间提升专项规划》。未来，将有更多

走进“一江一河”、了解“一江一河”的好

去处。“一江一河”两岸公共空间从“建设

贯通”到“品质提升”，始终凝聚着人民群

众的“金点子”。

退休市民韩曙从小在苏州河畔长大，

看着它从一条臭水沟变成了现在水清岸

绿的休闲好去处。虽然现在搬家了，但对

“一江一河”的建设一直十分关注，仍经常

回来走走逛逛，看看新变化。他发现，市

区段的黄浦江、苏州河两岸公共空间品质

不断提升，绿化环绕、风景优美，还有很多

休憩娱乐设施，充满人气。但相比之下，

郊区段的黄浦江、苏州河还比较冷清，如

黄浦江徐汇到闵行段存在着断点，苏州河

上溯到吴淞江还有10公里，很多市民却不

知道。去年5月，他把自己所见所想，结合

调研情况，形成一篇建议，提交上海人民

建议征集信箱，希望加强“一江一河”全域

系统规划，挖掘文旅资源，并有序推进郊

区段岸线贯通。建议发出后，市人民建议

征集办、市住建委等部门很快联系了他，

不仅对他的好建议表示感谢，还明确已采

纳了他的建议，后期规划建设工作中将重

点推进落实。不久后，一场关于“一江一

河”两岸公共空间建设的人民建议征集座

谈会在苏州河畔举行，邀请市民群众和职

能部门面对面交流，韩曙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会上围绕“一江一河”贯通提升提出

建议，引发了现场很多人的共鸣，大家纷

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逐一得到相

关部门积极回应。

近年来，韩曙提交人民建议征集信

箱的建议有40余件，不仅关于“一江一

河”，还涉及城市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

不少建议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采纳落实。

正是有着许许多多像韩曙一样始终关心

着城市发展的建议人建言献策，为“一江

一河”两岸高品质公共空间建设持续赋

能增效。如今，漫步滨江，群众建议中的

“愿景”正一点一点转化为“实景”：滨江

空间更加亲近水岸、全龄友好，还打通断

点、直通很多城市地标；遍布河畔的驿

站，可以欣赏江景、阅读休憩，还可以享

用一日三餐；串联两岸的桥梁不仅有通

行功能，还在桥下空间增添了人文景观、

活动区域，夜晚的景观灯光更是带来

“视觉盛宴”。 本报记者 李晓明

“一江一河”开放更多“品质空间”
热心市民建议中的“愿景”变为“实景”

本报讯 （记者 王

军）目前，上海已启动第

二批红色资源调查试点，

进一步拓展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所形成的具有

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

念意义的红色资源。上

海红色资源的传承弘扬，

正是在人人参与中，把群

众“金点子”转化为红色

文化“金果子”，用人民之

智共同厚植人民城市的

红色底蕴，更好地引导广

大市民感悟理想之光、传

承信仰之力。

上海拥有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既有中共一

大纪念馆等重要红色场

馆，还有数量众多的小型

红色场馆。静安区基层

干部谢劼在参观红色场

馆的过程中，发现部分

小型场馆还存在社会影

响力有限、同质化现象

比较严重的情况。为

此，她向人民建议征集

信箱提交了一封建议：让

红色场馆“聚起来”，加强

红色场馆的统筹开发；让

红色场馆“活起来”，策划

推出更有互动体验感的

参观活动；让红色场馆“串起

来”，推出红色场馆导览图，完

善红色文化旅游线路。谢劼的

建议得到了市委宣传部的采纳

和回应。

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有针

对性的举措纷纷落地。不久

前，谢劼来到中共中央特科机

关旧址纪念馆，发现该馆

已入选红色资源名录，并

实现馆际间联动，中共二

大会址纪念馆联合中共中

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纪念馆、中央特科机关旧

址纪念馆，在展陈提升、宣

传策划、活动联办等方面

加强合作，提升红色文化

传播能级。清晰可读的红

色寻访线路也已上线“红

途”平台，线上线下拓展红

色文旅新场景，让市民能

够更便捷、更立体地感受

红色文化。

高质量推进实施“党

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

弘扬工程，汇聚着群众的

真知灼见，其中还有来自

小学生的好想法。徐笑，

是黄浦区曹光彪小学四

年级学生，他在打卡红色

旧址时，发现这些场馆大

多讲述新中国成立前的

历史，鲜有专门介绍新

中国成立后历史的场

馆。于是他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梳理新中国成

立后的红色资源，可以

推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红

色资源导览图，也可以设

计适合学生组队或家庭

亲子的         线路，
还可以形成既有课堂讲授又

有实地参观的社会实践清

单。不久后，徐笑同学收到了

来自市委宣传部的回复，随信

还赠送了《上海市红色资源传

承弘扬和保护利用蓝皮书

（2021—2022）》和“党的诞生

地”纪念徽章。

本报讯（记者 陈浩）近日，持证

听力残疾人盛佳林收到了市、区残联

的反馈，告知他的建议已被采纳，在

最新的助听器补贴目录中，增加了充

电款助听器的品类，听障人士可按需

选配。他立即高兴地将这一好消息

告诉了市征集办工作人员，没想到自

己的建议能迅速被采纳落地。

盛佳林是一位听障人士，多年

来一直享受残联部门关于适配助听

器价格90%补贴的关爱政策，个人

只需支付几百元，就可使用价值上

万元的助听器，切实减轻了其家庭

经济负担。不过，他享受补贴的助

听器虽然是业内知名品牌，产品性

能优良，但是电池款助听器。在日

常使用中，每周需要更换一次性使

用的电池，无法掌握实时电量，使用

起来经常担心突然没电，也造成了

环境污染。

随着助听器技术的不断升级，充

电款助听器进入大众视野。充电款

助听器自带充电盒，助听器放到充电

盒里就可反复充电，具有使用环保、

防水防尘等优势，还支持连接App，

还有通过手机调节音量、查看剩余电

量等功能。对手脚不太灵活、视力不

好的老人来说，充电款也更为方便。

盛佳林了解到，和他一样的听障朋友

都想体验这种更为便捷的充电款助

听器，但市场价格高，只能望“器”兴

叹。于是，盛佳林向人民建议征集信

箱提交了一份建议，建议扩大助听器

补贴目录，让听障人士按个人需求选

择不同充电方式的产品，让惠民政策

更加精准、更有温度。

建议提出后，残联部门很快采纳

落地，还将上海残疾人辅具指导目录

公开征求建议，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

声音。未来，还将根据残疾人的实际

需求，将更多高科技、智能化、创新型

产品逐步吸纳进入指导目录。

近年来，在给城市建设建言献

策的市民群众中，不乏残障人士等

特殊群体。很多来自他们、关心他

们的好建议，得到及时响应。比如，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开通手语视频

服务，听取残疾人对公共服务的咨

询需求、投诉、意见和建议。上海百

余条公交线路7000多辆公交车具备

了无障碍功能的低地板，“随申办”

增设无障碍公交车到站信息等，方

便轮椅人士出行。

本报讯（记者 季晟祯）近日，三

场关于公园帐篷区规范管理的圆桌

座谈陆续举行，邀请了市民代表、市

民园长、志愿者和职能部门、公园管

理方“面对面”，共同探讨游客在公园

搭建帐篷应该怎么管，从而既满足休

憩娱乐需求，又兼顾养护管理、保障

安全，很多良方妙计为管理部门带来

新思路。

位于杨浦区的黄兴公园，是深受

周边居民喜爱的“适跑”空间。跑步

爱好者们如今不用担心随身物品无

处安放、只能将外套系在腰间的尴

尬，公园里的储物柜解决了他们的担

忧。这一便民服务的背后，是源自一

位跑步爱好者高茂立的建议。建议

提交后，高茂立还和其他几名跑者，

被绿容部门邀请到现场座谈，与公园

管理部门进行交流讨论，关于“适跑”

公园内合理设置储物柜的建议很快

得到了落实。

储物柜的设立，是众多市民“金

点子”转化为公园便民亲民措施的

一个缩影。去年10月，杨浦区在上

海率先实现区属公园全部24小时对

外开放。杨浦区居民陈剑锋、桑丽

萍发现，城市公园24小时开放可能

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噪声污染、安

全隐患、不文明行为，也可能给公园

周边居民造成影响。带着这些思

考，他们共同撰写了一则人民建议，

建议夜间不宜组织产生噪声的各

类活动，应新增电缆线、灯带、湖面

防护栏杆等设施设备，保障公共卫

生间24小时开放等。建议提交给

杨浦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后，杨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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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智慧助力，城市更显魅力

——听取群众对生态宜居的需求和

期盼，提升公园精细化、人性化管理，

已成为共建生态宜居人民城市的生

动注脚。

公园城市打造“微幸福”

听障人士的建议被“听见”
充电款助听器列入补贴目录

三场圆桌座谈汇集“良方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