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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居民种菜是习惯。”金海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队 ( 城管执法中队 ) 队

长朱晓燕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

时表示，居民们的实际需求和相关

规定之间的矛盾让城管部门和街道

工作人员绞尽了脑汁，“后来居委

会想到了小区内住的一位老中医，

‘和草园’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便

应运而生了”。

既满足老人对“种菜”的热爱，

又能科普传承中医文化，该项目自成

立以来广受好评。在“和草园”，大

爷大妈们化身志愿者，认领了各自负

责管理的草药区域，承包了从“播种—

除草—施肥—收获”的全过程。小区

的老中医则被邀请来当顾问，给居民

指导种植技术和要求。如今，不仅居

委会设置了一处中草药的展示柜，不

少中草药还被制成可爱的草药团或香

包派发给小区居民。

由于这些年不少负面新闻，城

管执法在公众眼中是一个充满争议

的岗位。朱晓燕坦言，城管执法的

职责范围和以往历史形象都决定了

城管部门必须要主动贴近市民群众，

树立崭新形象。因此，城管进社区，

服务面对面，是完善社区治理的有

益探索，也是服务居民的创新之举。

据介绍，从 2015 年起，金海街

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在辖区设立了第

一批城管社区工作室，从原来的被

动发现问题到主动寻找问题，从被

动执法到主动服务，有效地缓解了

住宅小区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

违法周期长的突出矛盾，深度融入

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让执法办案

更接地气。经过多年来的坦诚沟通、

真心相处，社区居民对城管执法更

加理解和支持。

朱晓燕表示，“城管进社区”

工作全面推进以来，上海城管执法

系统坚持“7 分服务、2 分管理、1

分执法”城市管理理念。在矛盾调

处中，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全面实

施“721 工作法”，变被动管理为主

动服务，把双方的满意和需求作为

出发点、落脚点，创新服务方式，

践行“管理、执法、服务”三位一

体的服务模式，深入社区收集居民

的意见建议，着力解决市民反映强

烈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长，

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越来越强，

对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期待和要求

也越来越高。如何回应人民群众新

期待，如何构建人民城市，如何走

出习近平总书记口中“一条符合超

大城市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社会治理

新路子”，在第九个上海城管“7·15

公众开放日”到来之际，《新民周刊》

记者走访了上海多个社区，试图寻

找答案。

从被动执法到主动服务

盛夏季节，走进位于奉贤区金

海街道的金水和苑，在离大门不远

处，若不是一旁竖着标有“和草园”

的标牌，乍一看还会以为这只是小

区内一块普通的“绿地”。但走近

一看，车前草、鱼腥草、洛神花、

野菊花……一块块醒目的标识牌都

在提醒着过往的路人，这里是一处

中草药种植园。

一大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中，有

一块显得有些“秃”的区域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街道的工作人员解释

道，这是因为前不久居委会组织了

一次端午做香包的活动，这里的艾

草都被采收拿去当材料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金海

街道的村宅变成了美丽的居民小区，

曾经的农民告别了田间劳作，开启

了崭新的都市生活。金水和苑正是

一个典型的动迁安置小区，居民大

多是常年务农的老年人。他们中有

一部分人始终无法忘却种田的乡愁。

于是，小区内“毁绿种菜”的情况

成为了近年来城市管理的顽疾。

“城里人种花是爱好，我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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