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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酷暑天的地铁口，一位风尘仆仆

的游客，一只大行李箱，一堆乱七八糟的共享单

车，行路难。城市形象该打几分？不及格。

如此差评不能发生。在市中心黄浦区，

18个地铁站暑期游客激增，如何畅行无阻？
今年，黄浦区与申通地铁集团携手，持续推进

党建引领“多格合一”融合共治，做大“一格聚

力”基层善治“朋友圈”，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要做好四件事。首

先，街道网格长受聘担任车站“零号站长”，地

铁站长受聘担任“兼职副网格长”，综合网格

治理与地铁车站管理双向互动，以党建联建

合力推进重点、难点问题解决。其次，全区所

有网格融合共治，强强联动，织密地上、地下

治理网，以文明宣传、应急联动、环境整治、志

愿服务，推动形成常态长效管理机制。再次，

打破“信息壁垒”，数据信息互通，优质资源共

享，开放志愿岗位、推广文化项目、加强品牌

宣传，以城市窗口优美形象展现“善治之

美”。最后，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广泛征求街

道居民、地铁乘客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市民有

序参与城区治理决策和监督，轨交建设、改

造、周边治理都要提升市民参与度。

这四件事，究竟做得怎么样？串联豫园商

圈、黄浦滨江等“黄金点位”的14号线豫园站7
号口是最好的例证。这里早晚高峰客流量超

过3万人次，但如此城市窗口，共享单车“爆仓
式”占道堆积一度“煞风景”，市民游客意见很

大。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外滩街道第三综合网

格没有“单打独斗”，而是以党建引领“多格合

一”，让治理“朋友圈”力量翻番，打了一场漂亮的

协同战。

最有意思的是柔性破题“化敌为友”。共

享单车企业是“麻烦制造者”，但也可以是解决

者。面对“爆仓停放”并非简单罚款了事，而是

由城管、交警联合约谈三家共享单车企业。先

看监控数据，早高峰过量投放、晚高峰二次堆

积，乃至影响通行安全、妨碍城市形象、自毁企

业声誉；再看照片对比，适量投放与庞杂混乱的

巨大差异，一目了然。企业利益与社会秩序，原

本可以兼得，积极共赢何乐不为！令人欣慰的

是，企业不再抵触，承诺定点投放动态清运。柔

性破题让管理对象成了治理伙伴。短短几天，7
号口告别杂乱无章，回归井然有序，道路畅通了，

市民点赞了，口袋公园也变回了公园的模样。

这样的转变，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数据共

享。属地、轨交打破“信息壁垒”，拿精准的数

据说话，让被管理方心服口服，问题迎刃而

解，更做大了共治“朋友圈”，实现了资源共

享、服务提升、难题共答。

地铁口是城市治理的窗口，要“窗明几

净”。面对庞杂的基层治理，如何以精度发现问题、以速度

响应需求、以温度凝聚力量，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一类

事”的跃升？一格聚力，轨通万家，值得期待。

本报讯（记者 解敏）近日，泰山人民坊城市更新项目投入
试运行，这片承载着泰山一村、二村、三村共三个居委会、3534
户家庭、近万名常住人口的老社区，呈现“由内而外”的蜕变。

泰山人民坊位于普陀区宜川路街道泰山片区（东至沪
太路，西至骊山路，北至华阴路），是始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售后公房区域，长期面临多重困境：一道围墙将区域一
分为三，导致空间割裂；人口密度大、配套设施老旧；空间局
促且老龄化加剧。这些因素叠加，使得社区服务难以满足
居民的生活需求。更新工程通过“破墙+分流”，精准打开三
处关键围墙，增设三处次入口，串联起各个新建的核心服务
点。如今，泰山人民坊借势“人”字形道路骨架，延展出“共
怡、共商、共享、共治”四大主题空间，曾被围墙分割的封闭
小区，蝶变为开放的活力街区。

居民们惊喜地发现，曾经的边角车棚和弄堂转角，通过拆
除违建、腾退边角地，“变”出共享花园与便民驿站，8405平方
米的休闲空间豁然开朗。处于“人”字形道路交叉点的核心位
置，原是公共浴室和零星早餐铺的区域，变身为通透的泰山人
民坊主体建筑。这座720平方米的社区共享“会客厅”集纳了
党群服务站、红色议事厅、社区图书馆、多功能活动区等，成为
全龄友好的活力空间。

在生态科技的赋能下，老社区实现了“逆生长”。光伏装
置与雨水收集系统运作，智慧路灯和智能门禁系统启用，智慧
停车系统通过“潮汐停车”缓解停车难，智能垃圾回收站通过
积分兑换激励居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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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人民坊“焕新”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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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水”的视频，

在Instagram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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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这则AI
视频的创作

者，叫Hailuo
02，在国内外
鼎鼎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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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木水火土”

五字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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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AI发展的
“金木水火土”

金 真金白银送你一程
科创主体，最需要什么？不用想，真金白银，

一定是最关键的要素之一。
犹记得，2025年开年，上海市“人工智能+”行

动推进大会上，徐汇就放出“大招”：单个项目的算
力补贴将提高到2000万元。这还没结束，徐汇还
推出一批高价值的应用场景，给予最高1000万元
的支持，鼓励深耕垂类应用。
“一句话总结，上海对于AI创业者，可以说是

‘诚意足、力度大、很解渴’！”土生土长的徐汇AI
企业——阶跃星辰副总裁李璟的感慨，道出了很
多创业者最真实的心声。这家被誉为多模态“最
强卷王”的初创公司，成立两年来，在上海见证并
参与了AI产业的高速发展。
春日里的2025全球开发者先锋大会上，国内

首个算力生态平台——“模速空间算力生态超市”
亮相，其中的算力扶持专区，为完成注册的入驻企
业提供价值100万元的等价算力大礼包，企业可
“免申即享”。

更令大家放心迈开步子往前冲的底气是，目
前，上海已相继成立人工智能母基金、人工智能国
家大基金、人工智能生态基金，总规模近千亿元。

木 创新人才聚木成林
城市间科技、产业的竞争，本质上是对创新人

才的争夺。
过去，企业习惯“摘果子”——引进那些已然

声名鹊起、成果傍身的人才，这没错。可，人工智
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上海很早
意识到，要抢占AI高地，就得培育一片根深叶茂
的“创新人才森林”。在徐汇的模速空间，近三分
之一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少企业创始人、
CEO、CTO的平均年龄也就在30岁上下。
无问芯穹，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为

“DeepSeek之外值得关注的四家中国人工智能初创
公司”之一，团队平均年龄32岁；若再加上实习生，
这个数字能降到28岁。创始人兼CEO夏立雪感
慨，现在的年轻人特别厉害，两年前，无问芯穹曾推
出惊艳业界的推理加速方法FlashDecoding++，而这
项工作的第一作者，是位年仅24岁的实习生。
在无问芯穹总经理曾书霖看来，上海集聚复

旦、交大、同济等顶尖高校及海内外高端人才，这
种人才密度造就了城市的技术活力，也有利于形
成产学研协同的创新优势。

水 创新生态润泽万物
上海的城市精神，头四个字，叫“海纳百川”。
海缘何能纳百川，首先无疑是包容性；但不容

忽视的是，一定也有四通八达的水系，能让“川”最
终抵达“海”——这些，便构成了创新生态。
不久前迎来“主场时刻”、技术产品“五连发”的

MiniMax，在创业之初，曾经辗转国内多个城市，吃
过不少“闭门羹”。但，上海对于草根创客的热情和
包容，使他们最终选择深耕于此：“我们初来上海
时，属地街道曾陪同考察办公场地，谨慎、负责、
认真的态度，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
有专家点评，徐汇“模速空间”的优势在于

链接，毗邻大院大所大校大企大园，紧密黏合上下
游；浦东“模力社区”的特点在于场景，以张江科学
城作为超级载体，推动垂类模型赋能千行百业。
在模速空间，经常听到的两句形容是：“上下

楼就是上下游”“邻居就是合伙人”。“扎根上海近
两年来，无问芯穹最直观的感受是——在这里，每
家AI企业都不是孤岛。”作为第一批入驻模速空
间的创业公司，夏立雪说，“上海构建了世界级AI
发展环境，创新生态涵养了各类创新型企业和创
新人才，不断掀起科技创新的奔腾巨浪。”

火 创新火种接棒相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AI赛道，上海的这

把火燃得很早。2017年确立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的愿景，2018年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
这要远远早于这一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
同时，上海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从“人工智

能赋能新时代”，到连续多年“智联世界”，到“以共
商促共享，以善治促善智”，再到“智能时代 同球
共济”……每年如期而至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
仅踩准了时代发展的鼓点，更是为所有AI从业者
一次次点燃、接续创新火种。
更重要的是，在上海，每个行业都在呼唤“AI

之火”。医院通过大模型提升诊疗效率，学校通过
AI绘出“智慧课堂”新图景，企业用AI生成方案节
省高昂成本……
火，还有另一层意思。通用人工智能犹如星

辰大海，“技术无人区”也需要点燃引路之火。就
在半个月前，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打造的明珠湖
会议上，“如何平衡智能发展的质量与效率”“如何
构建真正自主进化的智能体”“如何实现类人的具
身进化和环境自适应”等十个关于AI的前沿问题
被抛出，期待有能力的“创新火种”尝试解答。

土 悉心厚植创新沃土
千尺高台，起于垒土。
土，可以是有形的，就像模速空间、模力社

区。现在，徐汇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浦东张江
人工智能岛、闵行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已颇
具规模——徐汇区侧重推动大模型企业集聚式创
新，浦东新区和闵行区聚焦于智算芯片、人形机器
人等领域的融合发展，杨浦重点布局数字经济领
域的垂类大模型……一张几乎遍布全市的“AI地
图”悄然绘就。
土，也可以是无形的，就像千千万万个应用场

景。上海说，创业绝不能停留在纸上谈兵，制造
业、教育、医疗、金融、环境、能源、文旅、建筑、智慧
城市……在申城，大模型技术正加速从“技术验
证”向“商业闭环”跨越。
土，还是可以触摸的。初创AI企业说，上海在

人才落户政策、资质申报等配套服务方面十分完
善，“这片创新的土壤，为我们提供了人
才补贴、住房补助、安心生活等系列
‘大礼包’。”

日新月异的“模都”，正与
历史悠久的“魔都”相融，为万
千创新企业提供最热情奔放的

创新沃土。而
有了“金木水
火土”的深厚
积淀，“模都”
有信心抢抓机
遇，走在前列，
跑出更快的科
创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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