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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我们长宁区当时就作为先行先试，整区域推进垃圾定时

定点分类投放。”盛弘坦言，但在古北推进工作其实非常难，“商

品区买入时每个楼层都有垃圾桶，物业管理费的均价是 5 元钱，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宣传入户难入心，大家的投放习惯

改变非常困难”。

于是，盛弘带着团队、小区居民代表等跑断腿磨破嘴，最

终和大家商量出了“一小区一方案”的解决办法。同时，还在

居民区建立了“小清新”志愿服务队，希望教育一个孩子影响

一户家庭，带动一片社区。

盛弘说，人心聚起来了，垃圾分类也就能顺利开展起来了。

今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

分类志愿者回信，对发挥志愿者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推

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出殷切期望。

在贯彻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的同时，盛弘通过党建引领，

不断地推进居民区自治和共治，久久为功，真正让这个“新时尚”

蔚然成风。

在今年的世界地球日，一面由居民共创的“华丽家族”绿

色生态文明的实验墙揭幕。这幅画的背后凝结着十多年来社区

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共创绿色生态家园的过程。

“我们还举办了古北未来国际社区可持续市集和社区生物

多样性主题交流会，希望推动更多可持续的项目。基于社区实际，

我们在黄金城道步行街成立了全市第一家国际社区的街区妇联，

扩大组织向‘四新’领域覆盖，凝聚多元文化国际街区共建、共治、

共享的新力量。”盛弘进一步介绍道，街区妇联成员发挥主动

性参与到街区更新与营造，成为了“固废法”和《上海生活垃

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员，为社区美好生活的发展注入巾帼

“她”力量。

法治上海的气度和气象。

如今，虹桥街道和古北市民中心正在积极打造成为人民民

主的“最佳基层实践地”——从 2015 年 7 月至 2023 年 7 月，

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共听取了 82 部法律草案意见，上报建

议 2566 条，其中 172 条已经被采纳。从 2016 年 6 月至 2023 年

7 月，市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则听取了 39 部地方性法规草案意

见，上报建议 615 条，其中 77 条已经被采纳。

人心聚起来，助力美好生活

“多年来，我们在不断拓展方式和平台，希望凝聚更多年

轻人，调动他们积极性，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多作用。”盛弘

说，在荣华居民区担任书记的这些年，立足中外居民的需求，

针对不同背景的国际居民需求结构复杂、文化结构多元等特点，

已经逐步形成了“服务为先、文化为媒、治理为魂”的“融”

国际社区工作法。

在这些年的实践中，国内外居民积极参与，人们同样切实

感受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民生服务所带来的持续改进。

2018 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把垃圾分类作为上海建设

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重要路径，逐步建成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程体系，确

立 4 个方面 15 项 29 件工作任务，实现全程分类体系运行标准化、

管理精细化，全面融入城市精细化管理。

同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

道第一分站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

居民们爱去的街区会客厅“融·古北驿站”。 银杏树叶飘落的黄金城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