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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联合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杨浦区滨江治理

联合会，会员单位包括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

联合会于 2020 年 7 月 29 日揭牌成立，秘书长汪路加是上

海仁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是在联合会的筹备过程

中通过竞聘成为秘书长单位的，因而我担任了联合会的秘书长。

理事长、秘书长不是由政府指定或派出，而是会员推选，从这

样的机构形成过程也能看出联合会‘自我治理’的特色。”他说。

汪路加介绍说：滨江治理联合会是一个在民政局正式注册

的社会组织，旨在为会员搭建信息、活动、沟通、资源平台，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推行各主体对杨浦滨江的共建、共治、共享。

为了让工作落到实处，联合会按会员的类型设立了产业运

营、发展规划、城市建设、数字转型、社会服务、金融文化这

六大专业委员会，每个专委会每年要完成实打实的“1+1+3”工

作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专委会工作

计划；开展一次专业交流活动；进行一次与联合会外企业的面

对面交流， 且在此基础上完成一份调查研究报告并开展一次工

作交流会议。

“通过这样的工作任务安排，我们希望了解清楚各个会员

有什么样的发展需求，同时能够提供怎样的资源，也就是形成

‘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汪路加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联合会要服务好会员，让会员在联合会中有所收获，这样才能

让他们有持续不断的参与滨江治理的内驱力。

例如，联合会会员单位上海市市东中学希望与企业合作开

展研学活动；而同在联合会中的阳光集团、山鹰集团、回力集团、

上海表业等企业有学校中意的产业，也愿意将自身的企业文化

传播给学生。联合会在了解到双方的意愿后，出面牵线搭桥，

学校已经与部分企业达成了协议，让企业派驻科技老师入校，

或者组织学生前往企业的生产基地参观学习。

各个专委会的工作还集中体现在推动建立一批“滨江发展

治理公约”。已经形成初稿的公约包括在建工地（建设工程）

管理公约、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公共空间公约、工业遗存保护

公约、智慧楼宇公约、志愿服务公约、公开活动公约等，这些

都是杨浦滨江在建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不去重复已有

的法律法规，而是以它们为基础，通过协商共治，提出更高的

要求。”

“每个公约的讨论过程都是艰辛不易的，需要联合会做大

量的协调工作。”汪路加坦言。以“在建工地（建设工程）管

理公约”为例，在与滨江的主要建设施工单位协商之前，联合

会已经与杨浦区相关的委办局单位进行了多次沟通，这样才能

让多方更快达成一致意见。

目前形成的初稿多处体现了杨浦滨江的特色与高度。例如，

公约提出“智慧工地”的要求：“工地的相关方应根据实际情

况，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自治自理、互动执法、多方监管的工

地管理模式，借助智慧滨江平台，促进智慧工地的数字化转型，

打造科技创新的工地、城市管理典范。” 

同时，公约还强调：为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广大市民

群众可共同参与和监督杨浦滨江在建工程实施。通过人民建议

征集平台或杨浦滨江治理联合会微信公众号平台等信息化方式

直接对工地噪音扰民、渣土堆积、环境污染等一系列违规问题

进行直接投诉举报或者提出相关意见，平台承诺将在 3 个工作

日内予以初步反馈。

联合会关注杨浦滨江的“文物保护、儿童友好、国际岸线、

世界会客厅、公园城市”等十大议题。例如，联合会与杨浦区

妇联紧密合作，把儿童友好理念写入了多个公约之中。在会员

单位山鹰集团考虑把单位的一楼滨江空间向社会公众开放时，

联合会及时提醒该企业考虑儿童友好的元素，使其补上了原先

不在规划内的母婴室等设施。

“哪怕目前不是位于杨浦滨江的单位，只要有意愿为建设

杨浦滨江贡献力量、有规划入驻杨浦滨江，我们也十分欢迎他

们加入联合会。加入我们之后，能更通畅地了解到杨浦滨江的

相关政策信息、获得配套资源。”汪路加表示，联合会希望能

把会员单位的资源转化为社会治理资源，并外溢反馈到周边社

区，形成正向的循环。目前联合会的会员单位有 68 家，计划在

2023 年底充实到 150 家左右。

杨浦滨江治理联合会探索的多方联动、社会共治格局，为

人民城市的建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滨江治理联合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