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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人民城市 何以上海
潘高峰

新民眼
 年，    多天。无论是“一江一河”岸

线的贯通提升、城市会客厅的倾心打造，还
是“老小旧远”民生难题的不断改善……生
活在这座城市里的    万上海人有切身体
会。许多惠及人民的词句也有了最新提法，
比如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
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等等。这
一切，上海市民既是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参
与者、奋斗者。

回首 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在杨浦滨江首次提出人民城市理念。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这一论断深刻回答了城市
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深刻
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

重大命题，为深入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
根本遵循。

人民城市，何以上海？或者说，上海为
何会成为人民城市理念的首提地？读懂弄
清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能不负殷殷嘱托，更
好理解和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好属于人
民的上海。

我们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始发地，有着光荣的
革命传统和厚重的血脉传承。上海的基因，
决定了她始终有一份不辱门楣的特殊使命：
这座城市不仅要成为改革开放、科技创新、
经济发展的“开路先锋”，也要在城市治理上
创造样板，在凸显城市的人本价值上成为范
例。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谋幸福和谋复兴
的双重使命，上海都必须做到最好。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的竞争，已经从国
家之间的竞争转向城市之间的竞争、城市群
的竞争。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
市，理所当然也责无旁贷必须成为竞争的参
与者乃至领头羊，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所在、理解中国共产党使命
与初心的重要窗口，这也是上海建设“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的必然要求。

去年岁末，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对
上海的发展提出新的期许：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
用。这样的新定位、新要求，可谓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不仅为上海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遇，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才能不负重托，建设好中国式现代
化的上海样本，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城市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其实在 年前已经

给出了答案：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

建设人民城市，从来不仅仅是目标，更
是方法。上海是光荣之城、创新之城、开放
之城、梦想之城，但归根结底，是一座人民之
城。为了人民的初心与荣光，依靠人民的创
新与开放，成就人民的希望与梦想，凝聚成
这座城市今天的面貌。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得民心者得天
下。面向未来，人民永远是改革、发展的出
发点与归宿。唯有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
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着眼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想办法、谋实招、促实效，把服
务群众的平台搭建好、机制优化好、措施供
给好，才能发挥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
激发人民群众的动力与创造力，激励大家
用不懈奋斗去创造新的奇迹，争取更大的
荣光。

让城市更美好 让人民更幸福
（上接第1版）

随着“一江一河”滨水空间逐渐打开，品

质也在持续提升。半马苏河公园、杨浦滨江

世界技能博物馆等项目建成开放；苏州河30

座桥梁景观灯光提升基本完成；苏州河半程

马拉松、2024年世界F1H2O摩托艇锦标赛、

上海旅游节、西岸国际咖啡节等赛事活动热

力不断。新空间持续拓展，新活力不断迸发。

贯通岸线上每公里设置休憩点位，滨河

“绿道”串联起多处绿地和开放空间……完善

的公共配套设施为滨水公共空间筑好了“地

基”，面向不同人群的细致改造让公共空间的

品质有了质的飞跃。杨浦滨江推进无障碍环

境建设，设置了可一键求助和查询信息的户

外服务大屏、低位直饮水等设施与多条无障

碍便道，满足各类人群的游玩需求。浦东滨

江南延伸段打造了780平方米的萌宠乐园、

2000平方米的全龄段儿童乐园，服务儿童及

其家庭的多样化需求……

“一江一河”区域聚焦空间提升、品质提

升、功能提升，持续打造“一江一河”新亮点、

宜乐宜游新空间、人民城市新地标，把最好的

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

旧区改造圆了安居梦

旧改工作，历来被称作“天下第一难”，也

是许多上海人心中的“痛点”。近年来，上海

聚焦城市更新和“两旧一村”改造，一批批老

旧住房、“城中村”旧貌换新颜，托举起无数百

姓的幸福“安居梦”。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来了这一天，选

到了心仪的新房！”今年9月2日，72岁的包嘉

龙成为了静安区彭一小区旧住房成套改造项

目的第一个选房者。旧改前，彭一小区已有

60多年的房龄，居住环境残破不堪、拥挤杂

乱。改造后的新房厨卫独用，出门就是电梯，

楼下还有健身房、花园与便民服务点，文化、

娱乐等设施一应俱全。

彭一小区项目是迄今为止上海旧改体量

最大、居民户数最多、改造难度最高、情况最

复杂的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在外过渡安置

的2110户居民将于今年年底前分批次分房型

有序摇号选房，2025年上半年回搬新居。

旧改是改善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城区功

能和形象、补齐发展短板的重大举措。1992

年，上海启动危棚简屋改造，30余年旧改路艰

辛繁难。“阳光征收”政策出台、“两轮征询”制

度施行、“房屋征收公示系统”引入……每一

步都承载着老百姓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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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完成二级旧里

以下房屋改造超过3000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约130万户。

成片旧改收官，故事尚未完结。上海依

旧步履不停，把旧改工作重点转向零星地块

旧改、旧住房成套改造和城中村改造。解决

群众问题、破解资金难题，冲锋号持续吹响。

房龄高达70年的徐汇区康健路341弄7—8号

“红砖楼”通过“原拆原建”，历时一年改造为

一栋11层现代住宅；青浦区徐泾镇蟠龙“城中

村”项目巧妙融合江南文化与现代商业，在繁

华CBD里打造了一个宜居、宜乐、宜游的“微

度假”胜地……在上海，旧改“阳光”不断洒向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2024年，上海将完成12万平方米零星旧

改、31万平方米不成套旧住房改造，再启动10

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同时，上海将持续推

动一批老旧工业区、商业商务区、风貌保护区

更新改造，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

建设人民城市，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

放在突出位置。上海不断啃下“硬骨头”、按

下旧改“加速键”，在民生改善、群众接受、资

金投入、风貌保护等多重约束中寻找最优解。

暖心服务做到家门口

“一老一小”，既是一个家庭需要守护的

两端，也是一座城市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

的两端。近年来，上海坚持把“一老一小”作

为民生重点，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绘制

出城市的“幸福地图”。

“下楼走几分钟就是长者餐厅，饭菜味道

好，价格也不贵”“餐厅特地将桌角挖空，方便

行动不便的长者握着作为扶手，还特别安装了

服务按铃”……中午时分，黄浦区老字号长者

餐厅热闹非凡，老人们享用着美味的饭菜。黄

浦区老字号资源丰富，已推出53家老字号长

者餐厅，提供多元化、品质化助餐服务。

解决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吃饭

难”，是上海推动高质量养老服务的“关键事”。

截至2023年底，全市已建有社区老年助餐场所

1926个，其中社区长者食堂346个，不仅为老

年人提供了便捷的餐饮选择，还提供送餐上

门等服务，打通老年人用餐的“最后一公里”。

让老年人在家里、在家门口吃上“一碗热

饭”，是上海实现做实做深做细为老服务的一

个缩影。探索开展家庭照护床位，将专业服

务延伸到老年人家中；持续开展老年大学倍增

计划，让老年人“活到老，学到老”；居家适老化

改造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让养老变享老……

丰富多元的服务供给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让老年友好人民城市的

蓝图逐步变为长者幸福生活的实景图。

除了老年人，儿童友好理念也融入了城

市发展建设的肌理。近日，浦东图书馆少儿

分馆建成开馆，以“云端乐园”为设计主题，通

过引入“1米高度看城市”儿童视角，调整书

架、书桌、座椅的高度配置，更符合孩子的成

长特点；上海首家宝宝屋——静安区江宁路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宝宝屋不久前进行了升

级迭代，为孩子们打造丰富的运动、游戏及生

活体验区。

面向幼儿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

升。幼儿园托班应开尽开、能开尽开。目前，

上海有75%的幼儿园开设了托班，可提供4万

个托额。全市有近270家“宝宝屋”，覆盖95%

以上的街镇，常态化提供2.4万个托额，2024

年一季度累计服务5.3万人次。

“一老一小”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

容，也是所有家庭的幸福期盼。聚焦“一老一

小”，上海做好老年人照护和青少年儿童关爱

工作，将暖心服务延伸至家门口，让夕阳更

红、朝阳更美。

精细治理构筑好生活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近年来，上海

持续探索城市管理与服务的创新路径，既注

重在科学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又以绣花般的

细心、耐心与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让“民生

愿景”变“幸福实景”。

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往往体现在细枝末节

之处。南京西路全长2933米，近40栋商务楼

宇坐落于此，日均人流量超过120万人次。为

此，静安区城运中心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打

造“智慧保洁”应用场景，将线下业务标准和业

务流程在线上进行归集整合，对保洁作业人

员、工作量、点位信息、问题报警开展动态分析

与监测，实现了在南京西路也能“席地而坐”。

社区也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近

日，虹口区广中路街道金属新村社区的新型

垃圾房正式亮相，不仅覆盖了传统的干湿垃

圾及有害垃圾投放功能，可回收物还具体细

分为废旧纺织物、饮料瓶、纸板箱等多个专项

回收类别；闵行区新虹街道上线的“非机动车

数治监管平台”可视化展示了各个非机动车

点位的数量和地址信息，还可实时监测辖区

共享单车运行情况，对停放区域车辆情况进

行预警，并依托“一网统管”平台做好闭环处

置……这些变化看似微小，却关乎百姓生活

的点点滴滴，让城市环境更加宜居、和谐。

铺上绿道、添置乐园、打造水景，曾经以

“绿”为主的林荫大道变身“美丽街区”，功能

单一的老旧社区迎来新生；持续开展环境综

合整治，完成913公里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

治，实现重点类型违建基本清库；过去一年以

来，生活垃圾分类实效保持稳定，分类达标率

稳定在95%以上，回收利用率达到43%……

更多“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正在上海发生。

城市的核心是人。精细化管理的成果，

要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实现人人共享。今

年，《上海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正式发布。上海正不断探

索符合超大城市实际的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用绣花般的精细治理传递城市“温度”，打造

“人民城市”上海样本。

汇聚民意民智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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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市

政府将人民建议征集作为践行人民城市和全

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重要制度设计部署

推进。2020年7月17日，市信访办挂牌市人

民建议征集办。市人民建议征集办成立以

来，共收到群众建议34.9万件，占信访总量的

37.3%，重要建议采纳率达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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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基层干部刘千荣给市人民建议

征集办写信称，上海老年综合津贴制度自

2016年5月起施行，具有上海户籍且年满65

周岁及以上的老人可每月领取现金补贴。他

帮助社区一位68岁的老人申请老年综合津

贴，发现逾期申领最多补发前两年的津贴。

白白浪费了一年的钱没有拿到，让老人惋惜

不已。随后，老人根据要求在指定的银行申

请了“上海市敬老卡”，等敬老卡邮寄过来，还

需再去银行网点办理账户激活。

为进一步方便老年人享受相关福利制

度，市民政局会同相关部门优化了老年综合

津贴发放政策。2024年5月1日，新修订的

《关于完善老年综合津贴制度的通知》明确

老年综合津贴由原来的“按照自愿申请原

则”改为“免申即享”，老年综合津贴也将采

用“上海市敬老卡”和“社会保障卡”双渠道

发放。

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是人民城市建设的

重要路径，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

义。上海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人民城市建

设。长宁区虹桥街道虹桥小区和爱建小区之

间社区花园诞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生动案例。

这个社区花园曾经是堵围墙，围墙上

开了一扇小门，便于居民通行。4年前，小

门关闭。爱建小区的居民需要绕行15分钟

以上才能到达菜市场和地铁站，他们非常

迫切地想打开这扇门。但是，对于生活在

虹桥小区的居民而言，出于对小区安全性

以及安静舒适度的考量，大家却并不愿意再

次打开小门。

虽然争议很大，但沟通的大门却从未关

上。2022年，在虹桥街道党工委牵头下，两个

居民区的党组织书记碰了次头，连锁反应开

始。党员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业委会成

员参观并座谈，随后居民代表参与进来……

先后经过5轮民主协商，居民打开了心门。最

后，两个小区民主协商后，决定携手破墙共建

社区花园，名字就叫“同心园”。

美好生活，民心所向，幸福所在。人民是

城市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张张

“民生清单”的完成，一张张“幸福账单”的兑

现，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无穷魅力，是上

海人民城市建设的生动写照。

展望未来，上海将继续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切嘱托化为开拓奋进的强大动力，不断

开创人民城市建设的新局面，让生活在这座

城市的每一个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