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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 里零距离 ,凝聚力

新城市邻里：市民中心里的“秘密”

记者｜金　姬

　　古北市民中心刚成立时，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人气。能级提升以后，为老百姓

办的事情越来越多，提供的服务内容也越来越多，更加贴近实际，人气自然来就旺起来。

无论是长宁区的市民中心，还是虹口的市民驿站，都是上

海各区紧扣“社会治理”这一命题而建造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各区因地制宜，侧重内容略有不同，因此在上海 16 个区诞生了

13 种不同称呼的社区公共空间——徐汇的邻里汇、闵行的邻里

中心、杨浦的睦邻中心、浦东的家门口服务站、黄浦的零距离、

嘉定的客堂汇、奉贤的生活驿站、松江的“好邻居”社区服务站、

普陀的片区和宝山的公共客厅等。

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对于上海这座超大城市而言，要想

实现“绣花”般精细治理，既需要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硬核”

细心的人会发现，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年考察上海时，喜

欢深入基层，而他选择的地点往往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

社区公共空间——2019 年 11 月 2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海考察的第二站，来到了位于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社区内的市

民中心，了解社区治理与服务情况。而在一年前的 2018 年 11

月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

与居民和社区工作者亲切交谈，并叮嘱工作人员，城市治理的“最

后一公里”就在社区。他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

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更加注重在细微处下功夫、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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