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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韵）“人民的城市——上
海打造人民城市最佳实践地”主题展里有一张

照片，一位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小心翼翼地

将亲笔写下的建议信投进人民建议征集红色

邮筒。这位小朋友名叫张新悦，当时是一名

小学生，也是《少年日报》的一名小作家。她

所投递的是一封关于徐汇区学校体育场地夜

间开放的建议。

当时，徐汇区人民建议征集办联合区教

育局正在开展“我为学校体育场地夜间开放

献一计”的征集活动，激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

论。他们一致赞同夜间开放体育场地，认为

这是“双减”政策后学生们强身健体的绝佳机

会，也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便利的健身场所。

但同学们也关注到了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夜

间运动扰民、垃圾乱扔等。有的同学建议设

置醒目标识，提醒夜间运动者注意音量，避免

扰民，并建议规定校门关闭时间不晚于20:30；

有的同学则提出利用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

以控制入场人数，维护场地秩序。孩子们的

这些建议，让老师们刮目相看，便帮助他们联

系了徐汇区人民建议征集办，请孩子们亲手

投递凝聚着他们智慧的建议信。

“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

态度来提建议的。”张新悦兴奋地说道，“以

后，我还要脚踏实地地做好调查，争取提出更

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去年，她发现课后服务时段很多同学因

饥饿而影响专注力，便满怀热情地在此写下

一封建议信，希望学校能够在课后服务时段

为学生们分发小点心，以补充能量。她的这条建议很快得到

了教育局的高度重视。经过多次调研和讨论，教育局决定在部

分学校试点推行课后服务点心制度。如今，徐汇区中小学试点

“校园下午茶”，点心品种丰富，每周不重样，每月尽量不重

复。下午3时，学生们排队领取面包、水果、甜品等，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课后服务的点心不仅让他们

及时补充了能量，更让他们感受到了学校的关怀和温暖。

张新悦说，她的小伙伴中，像她一样关心身边事、城市事的

小朋友还有很多。他们有的关注城市交通，提出改善交通拥堵

的建议；有的关心环境保护，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和节能减排的

宣传活动；还有的则关注城市的文化建设，思考如何传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这些“城市小主人”的声音虽然稚嫩，但充满责

任与担当，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热情，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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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陆常青）在“人民的城

市——上海打造人民城市最佳实践地”主题

展，陶丽萍的照片出现在第二个展区的风

采墙上。作为优秀人民建议获得者，陶丽

萍一直关心着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也

见证着这座城市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而作出的改变。自2015年递交第

一份建议以来，陶丽萍对所见所闻始终保持

着“好奇心”，共提交了153条建议，多篇建议

获得上海市优秀人民建议，是一位名符其实

的“建议达人”。

关心市民衣食住行，善于思考调研，是陶

丽萍突出的个人标签，每年都有高质量的“金

点子”得到采纳落实。2021年，她发现老年

人在社区食堂用餐价格实惠但口味单一，建

议充分发挥餐饮老字号企业优势，共建社区

“长者食堂”。如今，更多市民耳熟能详的老

字号品牌加入为老助餐行列，让生活在上海

的老年人吃得更好、更健康。2022年，苏州河

游船通航，一次夜间坐船时她发现，不少桥底

以及桥墩的空间暗淡无光，建议美化亮化苏

州河沿线桥梁，提升城市形象。如今，光影苏

州河成为新的打卡点，“一桥一主题、一桥一风

景”的景致让人流连。2023年，接待外地朋友

时她想到，本土美食街已难觅踪影，建议打造

上海本土美食街，提升餐饮文化和消费热

点。如今，上海积极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

美食之都，具有特色的美食街区既可以让外

地游客品尝本地特色美食、领略风土人情，又

可以让本地居民找回童年味道、集体记忆。

不久前，陶丽萍又酝酿了一个好想法：近

年来上海深入实施文化惠民，特别是演艺市

场精彩纷呈，不断释放文化消费吸引力。近

期上海发放了餐饮、体育、旅游等各类消费

券，点燃了消费热情。建议可研究发放文化消费券，让文化消

费更加惠民、更聚人气。既要有年轻人喜欢的沉浸式演出、音

乐剧等，也涵盖戏曲、舞剧等受老年人欢迎的品类，让更多老

百姓走进剧场、演艺空间、书店等，感受文化消费新体验。

写人民建议越来越有心得，感触也越来越深。陶丽萍说，

与其抱怨和不满，不如谏言和行动。感谢上海人民建议征集

的民意表达新平台，让每个人都能实现“小我”存在中的“大

我”价值。她也将始终如一，从自己的“微视角”，推动更多让

城市生活更美好的“微改变”。

本报讯（记者 陈浩）在“人民的城市——
上海打造人民城市最佳实践地”主题展“增进

人民群众福祉，让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篇

章中，呈现了上海为实现老有颐养所作的努

力和实效。退休市民倪晓茹对此感触尤深：

近年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惠老政策，老年

人受益良多，好评如潮。她家人基本都享受

了相关的惠老服务，如免费体检、长护险、高

龄津贴等。但她也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受制

于获取信息渠道比较窄，并不清楚本市究竟

有哪些惠老政策，该如何去申请，往往靠居委会的告知、零星

获取的媒体报道和朋友间的口口相传。以她自身为例，由于

不知道有“康复辅具租赁服务”信息，老母亲腿脚不便，家人花

不少钱购买了助步器、轮椅等，结果没用多久就闲置了，还十

分占地方，弃之又可惜。

今年8月底，倪晓茹把这些思考形成了一条建议，希望整

合医疗康养、照护出行、助餐助浴等针对老人的服务，推出一个

“惠老政策包”，可以利用重阳节、敬老月等活动进行充分宣传，

还可以在居委会、社区食堂等场所张贴和更新，让更多老人知

晓申请、享受福利。

这份建议得到了市民政局、市老龄办积极采纳，不仅梳理

了29项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惠老政策，为了让老年

人更容易理解，还制作成漫画，介绍政策内容、申请标准、咨询

渠道等，努力使老年朋友第一时间了解和享受福利。今年10

月“敬老月”，“惠老政策包”在“上海发布”推出、纷纷走进社区

活动。漫画形式的宣传内容让老年人一看就懂，深受大家的

好评。

这条建议的落实让倪晓茹感到非常自豪。她说，自己平

时喜欢观察和思考，做个“热心人”积极建言，已经成了她的

“日常”，近年来已有十多条“金点子”得到部门采纳转化为“金

果子”。“能在自己喜欢的城市里建言献策，获得的成就感是满

满的，也更加感受到城市生活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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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的城市——上海打造人民城市最佳实践

地”主题展的一角，展示着蕃瓜弄旧改的故事。从曾

经的“滚地龙”到标志性工人新村小区，再到60年后

即将改建为煤卫独用、人车分流的现代化小区，蕃瓜

弄迎来了一次次的“新生”。看着居民们告别简陋旧

居迎来新居的圆梦过程，帅恒胜尤为感触。

帅恒胜曾经居住的凤南一村，是全市规模最大的

旧住房更新项目。作为这里的老居民和老党员，起初

他对这里的“旧改”颇感担忧和沮丧。凤南一村有一

千八百多户一百多种房型，产权结构复杂。在第一轮

征询时，就面临很大阻力。居民们有的不理不睬，有

的“狮子大开口”，还有直呼“坚决不搬！”。项目想要

顺利完成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何优化方案，让居民们满意、放心？街道干部、

党员同志想到了长期以来通过人民建议“大家商量着

办”的工作方法。街道立即召开各个层面的座谈会。

在近百场座谈会上，居民们打开了心扉：“小区房型那

么多，才给我们9套房型，怎么能接受啊？”“相对公平

怎么保障，上下差1个多平方米呢，结果改建后房型

一致，1平方米的钱补足吗？”“你们只看平方数，事实

上，我们有的房子很高的，已经能够保障错层居住了，

不能一点都不考虑吧？”。帅恒胜回忆当时征集员小

屋天天都“老闹猛的”。

基于这些居民最真实的想法和建议，设计图纸一

改再改，房型也从9种扩展到20种，最大程度去保障

房型结构的相对公平。最终定版方案可以说是居民

和政府、旧改企业一起做出来的。随着2023年11月

29日最后一户居民搬离小区，历时150天，凤南一村

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创下全市最快速度实现3

个100%的纪录。

在帅恒胜看来，这150天，不仅见证了城市更新

的加速度，更是感受到了人民建议的实用性。有了这

段经历，周围居民都更愿意去提建议了。“建议余量房

优先安置老年人”“建议房型能够有装修样板图”“建

议多引进一些上海‘老字号’”……一则则建议背后是

居民们对助力城市更新工作的美好心愿。而帅恒胜

的建议呢？他说：“在各种民生实事项目启动前，都能

多开展人民建议征集活动。” 本报记者 王军

城市更新，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通过人民建议征集找到“更优解”

■ 人民建议征集里的少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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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居民最真实的建议，设计图纸一改再改

■ 整合推出“惠老政策包”做成漫画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