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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民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

牢记总书记嘱托，上海市委以人民城市建设为主题，曾专

门召开市委全会，制定贯彻落实意见，提出了“五个人人”的

目标愿景，亦即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

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

有归属认同。

从成片旧改目标提前实现等达成市民生活更有品质，到城

市治理更加高效，以及城市环境更加优美，过去五年，上海在

努力打造人民城市理念最佳实践地，努力谱写新时代“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的新篇章。

听，人民的声音

“我区拟在三门路设置跨铁路南何支线与北杨支线以及南

泗塘河道的临时钢便桥，建成后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努力

缓解铁路以东地区约 1.2 万居民的出行难问题。”2022 年 8 月，

虹口区政府对市人大代表谢榕榕的一则建议作出如此答复。

虹口区政府之所以承诺要建桥，仍要从旧改动迁说起。三

门路铁路线附近的彩虹湾，是虹口区的一大保障房基地，随着

大量居民从各个旧改地块搬迁而来，这里的学校、医院、菜市

场等配套设施也陆续建成。住在铁路东侧、乔迁之喜刚过的居

民们发现，虽然离配套设施很近，却因为铁路等阻隔，出行要

绕一个大圈。人大代表实地调研后，市民的热盼成了代表建议，

进而成为政府部门的一道必答题。历经近两年的勘察、设计、

建设，今年 9 月，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座长 126 米、配备无障

碍电梯的天桥落成，名为“长虹桥”。此前出行难的居民，通

过这座桥步行前往医院，时间从 50 分钟缩短到了 10 多分钟。

一些原本根本不可能步行前往的老年人，自然欢欣。甚至，由

于桥的坡度很缓，能方便轮椅人群出行。类似的“小细节”，

让居民们竖起了大拇指。

对于上海市民来说，无论就医，还是更多的办事开证明之类，

不用线下排队，更不用求人盖章，在手机上操作，几乎所有大

小事情都能办成。这些情况都已经成为生活在上海的人们的一

种常态。但并非没有死角、进步的空间。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各

级各类工作人员心里装着人民！

“有位老人，一年住了五次院，每次看他颤巍巍地来开证明，

我心里就发酸。”这是徐汇区天平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一名工作人员所言。

上海本身有个好政策，特殊救济对象和低保对象到医院看

病，住院时可以免收押金。但到了具体执行层面，又要求办理

手续时提供纸质证明。也就是说，市民有需求时要先到医院看

有没有床位，再到街道开证明，再返转医院办手续。工作人员

看在心里，不免心疼。于是，通过向上级汇报，徐汇区两名基

层干部给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信箱写信，建议优化流程、改进

工作，进一步方便困难群众就医。不久，有关证明实现了电子化。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证明、特困人员证明、定期定量生活补

助对象证明、支出型贫困家庭成员证明等，都可以手机“亮证”。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数字政府建设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赵勇向记者分析道：“之前上海推动‘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

这‘两张网’改革，将‘两张网’作为牵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牛鼻子’，以智能化为突破口，推动治理模式创新、

治理方式重塑、治理体系重构。而人民城市理念，就是要把最

好的服务提供给人民。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能发现‘两张网’

　　上海市委以人民城市建设为主题，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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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江苏路街道社区大食堂方便周边居民、职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