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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在实践的过程中还可不断优化。”

今年初，《上海市优化政务服务提

升行政效能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方案》

（2024—2026 年）发布。与此同时，上海

市数据局揭牌成立——启动新一轮“一网

通办”改革三年行动，聚焦“高效”“办

成”，强化数字赋能，把“一网通办”升

级到“智慧好办”。从该局披露的情况看，

预计到今年年底，将累计完成占年度总办

件量 75% 的高频事项智慧化改造，新增 34

项“免申即享”服务、新增 7 个重点“一

件事”集成服务。5 月 1 日起，上海老年综

合津贴实行“免申即享”即是一例——年

满 65 周岁及以上的上海市户籍老人，无需

申请流程即可领取老年综合津贴；同时，

领取方式也有所改变，老年综合津贴采用上海市敬老卡或社会

保障卡双渠道发放，老年人可以选择任一个渠道用于领取津贴。

“把人本价值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取向，作为改进城

市服务和管理的重要标尺，作为检验城市各项工作成效的根本

标准。”这是 2020 年 6 月中共上海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落实人民城市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

意见”中所写道的。

在城市各项重大规划中，上海坚持广泛问计于民，充分吸

收社会意见和建议。2021 年，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纲要》

出台。编制期间，上海“开门办规划”，组织市区两级开通线

上线下“十四五”规划公众建言平台，共收到建言 2.3 万余条，

“‘十四五’规划市民大家谈”“市场之声——企业家共话

‘十四五’”等活动接连举行，各方面的意见建议被充分吸收

并体现在规划思路和举措之中。

在社区，规划设计更是由市民做主。《2024 年上海市“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方案》明确，在社区规划编制、“人民坊”

设计竞赛、重点惠民项目建设等工作中，通过事前“征询会”、

事中“协调会”、事后“评议会”等方式，充分听取人民群众

意见建议，将“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打造成广纳群言、广

集众智的共治平台。10 年前，上海提出“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理念，着力在市民慢行 15 分钟可达的空间范围内，完善教育、

文化、医疗、养老、休闲及就业创业等基本服务功能，提升各

类设施和公共空间的服务便利性，回应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0 年后，在上海各大社区，这样的“圈”越来越多，且功能日

益完善、内涵更加丰富，努力让市民的幸福“近在咫尺”。并

正愈加改善。

当然，具体到更多实际问题，如看见路面积水、违规施工

等等，人们都可拨打“12345”市民热线反映，则有回应、能解决。

梳理城市治理底层逻辑

“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空间。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上海提出‘五个人人’，在此基础上，

上海还进一步提出了，要把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要求、作用

发挥贯穿于城市工作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把‘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体现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实践和切身感

受中。”2021 年 11 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新时代城市治理

之路——“人民城市”上海实践》新书首发仪式上，传出这样

的声音。这一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上海市人

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编著的成果，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五个人人”

如何诠释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

市精神。记者阅读此书发现，这本书论述了上海如何在理论与

实践层面，发扬与拓展人民城市理念，以及创新之举，不仅为

建设上海，也为探索超大城市治理之路做出贡献。书中还提及“建

设好、治理好、发展好上海这座超大城市，没有局外人、没有

市民在徐汇区天平街道嘉澜社区卫生服务站健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