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钟生活圈
“圈”出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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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

徐汇，这片古老而又年轻

的城区，用独有的韵律演绎了

一出关于改革创新与民生改善

和谐交响的华丽乐章。

过去一年，智慧城市的蓝

图在这里徐徐展开，人工智能、

大模型、区块链等前沿科技如

潮水般涌来，科技的便捷与美

好触手可及。城市更新的春风

则让历史的厚重积淀绽放出崭

新的光彩，全面完成  方面  

项徐汇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

目，更让徐汇人的生活更加幸

福美好。展望下一个五年，徐

汇的明天将更加灿烂！

绘出安居实景 打造品质生活
■ 徐汇滨江已经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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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生长”的徐汇，有熟悉的烟火气、

浪漫的梧桐树，也有现代化的品质生活、

安居乐业的坚固基石。2024年，徐汇区

既坚持承压而上，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紧

抓项目建设，区域功能更加完善，同时，

又聚焦群众需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025年，徐汇区将进一步回应群众期

待，增强民生服务效能，不断提升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旧改不断加速度
重视百姓“住有所居”
徐汇区历来高度重视老百姓“住有

所居”。“十二五”期间，在全市率先完成

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十三五”

期间，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十四五”期

间，明确提出“创造高品质生活新高地”

的发展目标。

2021年，针对老旧小区存在的各类

短板问题，徐汇区委区政府提出实施“三

旧”变“三新”民心工程，近年来成效显

著。片区化旧住房修缮全面提升，

2022—2024年完成900万平方米旧住房

修缮，打造了万体馆周边、金牛片区、宛

六片区、梅陇六村、衡复风貌区精细治理

等重点示范片区和精品修缮小区。风貌

区保护修缮持续推进，实施20万平方米

历保和40万平方米里弄房屋保护修

缮。加快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

作，目前共完工 1147台加装电梯，

2022—2024年三年持续位列全市第一，

共完成16个全覆盖加梯小区。

2024年，是徐汇区旧住房成套改造

开工面积最大和建设项目数最多的“建

设大年”，也是竣工回搬项目数最多和受

益居民数最多的“丰收大年”。康健路

341弄7-8号、龙山新村20-22-24号、漕

溪一村、零陵三期、中山南二路918弄、

陕西南路550弄2-4号和陕西南路550

弄12号等7个项目全面竣工并交付居

民，共涉及改造后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

米，受益居民400余户。其中，康健路

341弄7-8号项目成功探索“产权移交

改造”先例，大胆尝试“承诺方案”外搬

模式，高效环保实施装配式钢结构建筑

体系，最终实现一年建成回搬的改造加

速度。

2024年11月，东安片区旧改地块交

出了一张100%签约的满分答卷。涉及

6000余户居民的这一地块是上海有史

以来最大的单地块一次性征收项目，能

够实现一次性征收成功的法宝，正是“旧

改为民，旧改靠民”。

东安新村大部分房屋始建于20世

纪50至60年代，前身部分是东庙新村，

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首个市直机关

宿舍与工人同住合居的住宅小区。东安

新村建设的初衷，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共

产党人鱼水一家亲的干群关系、和谐和

睦的居民群众氛围。如今，老旧的东安

新村通过旧改征收，不仅大大改善居民

的居住环境，也是对未来辖区空间腾新、

产业发展负责，是为6000余户居民的家

庭幸福寻求最大公约数。2024年10月

18日，东安片区旧改项目举行集中搬迁

仪式，在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许多居民

坐上搬场的卡车，奔向幸福的前方，他们

由衷的笑颜不仅体现出徐汇区把人民群

众的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同时，也是上海

人民城市建设的生动注脚。

2025年，徐汇区还将加快实施10方

面34项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补短

板、解难题、兜底线，让群众生活在徐汇，

幸福在徐汇。其中，“三旧”变“三新”继

续加快推进。探索成套改造项目集约化

专业化管理机制，推进4个项目、2.7万

平方米开竣工。全要素实施旧住房综合

修缮，计划新开工100万平方米。推行

规模化加装电梯，力争完工200台。

“  分钟社区生活圈”
家门口的幸福生活
2024年10月底，在黄金地段的淮海

西路复兴西路转角，湖南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 ·复8邻里汇刚开始运营就成了“网

红”，钢琴家孔祥东等工作、生活在附近

的知名人士也来到这里打卡。吸引人们

的，不仅仅是装修富有老上海味道的社

区食堂、功能复合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楼顶的香草花园也成了都市里难

得的一片绿洲，令人心旷神怡。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邻里汇是徐汇

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核心枢

纽，也是在全市越来越响亮的一块金字

招牌，开一家火一家，每一家都深受周边

居民点赞。据介绍，徐汇区按照“跨域共

建、点状支撑、公建补充、资源挖潜”原

则，因地制宜建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邻

里汇，总数已达到40家，平均每1.37平

方公里，就有一家综合性社区服务设施，

在全市率先实现了“15分钟步行范围之

内”养老服务设施的全覆盖，更打破年龄

和地域限制，全人群服务，全区域共享。

这40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邻里汇的建

成打破了多年来政府为民服务设施建设

布局的传统思维，突破了街镇的边界壁

垒，市民群众可以就近享受服务，不受户

籍限制。例如，徐汇区倾听市民呼声，率

先在上海推出全区社区长者食堂通用的

“汇享福”卡，区内老年人、退役军人等符

合优惠条件的对象持卡可以在所有社区

长者食堂刷卡消费并享受折扣，深受市

民群众好评。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邻里汇布局

建设的过程中，徐汇区始终聚焦“一老一

小”重点群体，以他们的实际需求为落脚

点，以“资源共享、提质增效”为原则，在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的前提下，聚合

各街（镇）养老服务设施、社区卫生服务

站点、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等各方资源，构

建“4+4”服务模式。

第一个“4”，即要求每家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 ·邻里汇必须标配社区长者食堂、

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文体和社区助浴

点等四项基本设施。第二个“4”，即融合

打造老年认知障碍支持中心、适老化改

造体验中心、家庭照护床位服务中心、老

年人健康管理中心，提升养老专业化水

平。同时，又鼓励各街镇结合群众实际

需求，依据自身的地域、资源等特色，整

合资源、各显其能，增建服务设施、打造

具有各自特色的服务品牌，让“X”百花

齐放。

例如，有的街镇建立社区老年大学

教学点，推动开展“文养结合”幸福养老

新模式，紧密结合老年人活动半径、学

习偏好等特点，开设老年人需要的教学

课程，实现“老有所学”；有的建设了公

共法律客厅，为市民提供政策咨询、委

托帮办等服务；还有的设置了儿童友好

区域。在知名的天平路街道66梧桐院

“邻里汇”的社区食堂空间，上午、中午

是饭堂，下午是评弹艺术沙龙，傍晚则

又变身少儿晚托班，一天多变，切实满

足了各个市民群体的实际需求，让每个

人都能在家门口享受“15分钟”圈出的

幸福生活。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每一个徐汇人

都是主角，每一份徐汇人的付出都弥足

珍贵、熠熠发光。徐汇，也将用更高质量

的发展、更高品质的生活，回应每一个徐

汇人的期待，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

献徐汇范例！

■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亿元。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亿元，同

比增长  .  %，增幅位居全市第一。

■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预计完成

    亿元。

■ 商品销售总额：完成    .  亿元。

■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  亿

元。

■ 大模型通过备案：  个，占全市近  %。

■ 2023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获奖：
共  项（人），占全市 / 以上。

■ 实到外资：预计  .  亿美元，同比增

长  . %。

■ 累计上线区级“一件事”：  个，平均

实现减时间  . %、减跑动  . %。

■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增 家。

■ 地块征收： 个，共    证、  .  万

平方米，征收面积约占全市总量的  %。

■ 旧住房综合修缮：完工   万平方米。

■ 电梯加装：完工   台，完工数继续

保持全市第一。

■ 新增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家。

■ 新增社区长者食堂：  家。

■ 新增各类绿地：  .  公顷。

读徐汇的202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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