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一年前，当张江领全国之先，
率先开始“管镇联动”改革试点时，
叫好者有之，质疑声也不少。但今
天记者从张江获悉，过去一年，张
江在实现市容环境优化、安全指数
升级等社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的
同时，年财政收入也实现两位数高
速增长。
推动“管镇联动”双赢的“金钥

匙”是什么？继续推进仍存在哪些
难点？为此，记者做了进一步调查。

职能划分机制

两个!婆婆"厘清职责
张江园区达尔文路绿化带被

侵占破坏多年，形成历史遗留“五
违”顽症。本月 !日，该区域拔点暨
区域环境综合治理行动全面告捷，
彻底根治了困扰开发区的又一“老
大难”问题，也为张江成片区域环
境“补短板”成绩单又添新例。
如今，无论是张江园区城市管

理顽症，还是社会治理难点，都在
逐一破解，得到区域企业和居民的
普遍好评。但记者了解到，在改革
之前，开发区与镇的关系却十分微
妙。按理说，赫赫有名的开发区能
够给镇的经济发展带来推动作用，
但事实上，开发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没有如期出现。在社会管理上，由
于地理位置、职能划分等各种交
叉，反而出现诸多问题，甚至出现
管理上的“真空地带”。
面对困局，如何破题？上海市

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
表示：“必须通过改革来解惑，理顺
开发区和镇的体制机制，实现既分
工合作又共同发展。”
为此，去年 "月 #!日，浦东新

区率先宣布，取消张江镇招商引资
功能；与此同时，将张江高科技园
区管委会承担的园区社会管理职
能原则上都转由张江镇负责，让擅
长经济的开发区管经济，把社会管
理的舞台交给镇党委、政府。这在
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首次尝试。
“做各自擅长的事。”从改革伊

始，“管镇联动”的两个“婆婆”就厘
清职责，张江镇将原承担的 #$项
经济管理职能划转至开发区管委
会，将开发区管委会承担的 #$项

社会管理职能划转至镇。张江镇新
设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以加
强力量统筹与资源整合，协同推进
镇域城市综合管理工作。

利益分配机制

保民生福利!钱袋子"

改革之初，人们质疑声最多的
便是“钱袋子”问题。镇里将“钱袋
子”拱手交出，如何保证镇域企业
的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到未来老
百姓的民生福利？
一年前，沈晓明在“管镇联动”

启动仪式上曾说：“这项改革一定
要让镇里的钱比以前多，如果把镇
的经济职能剥离出来以后，镇里的
钱比以前少了，活比以前多了，这

项改革以后是没法推广的。”
一年过去，张江镇果然没有在

改革中“吃亏”。张江镇副镇长周慧
锋算了一笔账：%$#& 年张江镇的
财政收入为 "'!"亿元，实行“管镇
联动”后的 %$#(年，财政收入达到
&'")亿元，增加 #!'*+。周慧锋分
析，这要得益于张江管委会和张江
镇设计了一套合理的利益分配机
制，张江园区企业发展得越好，镇
里分享到的红利也越多，老百姓民
生福利的“钱袋子”更是不用愁，双
方干劲都足了。
张江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

管委会充分发挥张江创新驱动发
展的引擎作用，近阶段正重点推进
张江总部园区建设、完善企业服务
新体系、建立“一门式”服务窗口的
“三大工程”，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的试点经验。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浦东新区

金桥等区域，已经开始复制推广
“张江经验”。

但张江镇有关负责人也表示，
“管镇联动”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还
需聚焦短板、加强协同作战。比如，
近期正在大力整治违法建筑、群
租、乱设摊等问题，但在“集中攻
势”拆除违法建筑等后，更要防止
回潮现象，并及时做好后续补绿等
相关工作。为此，管委会和镇之间
还需进一步无缝衔接，联手突破瓶
颈，最终让老百姓受益。

本报记者 宋宁华

“管镇联动”如何实现双赢？
!!!透析浦东张江改革试点背后的创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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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黑暗料理"说!拜拜"

“张江女”岳婷婷是新上海人，
今年是她在张江工作的第 ! 个年
头。她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她开
始真真切切体会到张江的大变化。

岳婷婷在浦东软件园工作，此
前因为张江生活配套欠缺等诸多因
素，执着地选择“工作在张江、生活
在浦西”，每天要花近 "小时往返。
“这几年，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张江的生活环境有了明显的变
化。”

她的公司毗邻轨交金科路站，
“以前吃个像样的饭至少要去世纪
大道、陆家嘴才行，现在门口开出两
个‘高大上’的新商场，里面有很多
有名的连锁餐厅，基本生活需求都
能满足。”从此，小岳和她的小伙伴
们终于和“黑暗料理”说“拜拜”，这
也让她下了决心把家搬到张江。但
她也表示，除了“高大上”的饭店外，
还希望有更多价廉物美的特色小吃
店，满足许多刚出校门的年轻白领
“吃货”。

和她一样，不少在张江工作的
白领发现，轨交站周围的乱设摊少
了、过去在出入口吆喝“华硕、华硕”
的黑车司机不见了。一位白领告诉
记者，过去每到上下班高峰期，轨交
出入口如潮汐般进进出出一批批上
班族，本就不宽的人行道被各种小
摊贩占据，滚烫的油锅、热火朝天的
烧烤，让人“步步惊心”。

小贩!落跑秘诀"失灵
乱设摊、黑车……在张江“管镇

联动”改革前，这些城市治理的顽症
矛盾突出。尤其在张江高科技园区
内的轨交 %号线张江高科站、金科
路站和曙光医院、长泰广场等地，乱
设摊的小贩、黑车司机曾掌握了一
手逃避管理的“落跑秘诀”———在张
江镇整治时逃往园区，园区整治时
则逃往镇管区域。

如今，小贩的“落跑秘诀”失灵
了。记者了解到，“管镇联动”后，原
城管张江镇中队和张江园区中队合
并办公，组建新的城管张江中队，管
辖区域全覆盖张江镇和张江园区。
就在“管镇联动”启动的第二

天，即去年 "月 #*日，整合后的城
管张江中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张
江 #号”百日整治行动。张江全境被
划分为 &大城市管理网格，专项整
治沿路沿线、重点区域、市容环境、
秩序维护、黑车和无序设摊，#$$天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 ,!*,人（次），
取缔无序设摊 &&,处。园区内轨交
%号线张江高科站、金科路站和曙
光医院、长泰广场等人流密集区域
乱设摊现象得到初步遏制，城管张
江中队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
时发现、及时处置，居民满意度大
大提高。

网友发帖引起共鸣
不久前，有网友在“张江家园

网”发文———《世界那么大，别忘了
来张江看看》，在网上引起不少“张
江男”“张江女”的共鸣，点击率很
高。这篇帖子写道：“产城融合曾经
是张江缺的一只角。如今的张江，正
通过后天补足，实现人气剧增，生活

配套水准正在大大提升，让这里的
人不但安居，还能‘诗意地栖居’。”

有张江白领在微信朋友圈留
言：“惊喜地发现，现在开车上班，路
上顺畅多了。各地铁站环境焕然一
新，零售小摊贩不见了，黑车不见
了，地铁站变得干净整洁。”

与此同时，张江的绿化覆盖率
持续提升。记者从张江镇政府了解
到，今年，( 个绿地（公园）正在开
建，其中张江、孙桥地区 %个大型公
共绿地将于今年 #$月 #日前建成
并开园，张江路两侧 %个绿地将于
第四季度开建，中环线申江路川杨

河生态绿廊正在加紧推进之中。去
年底，张江镇成功复评全国文明镇、
国家卫生镇、国家生态镇。

针对张江区域青年白领多、高
科技人才多的特点，张江镇运用新
媒体的传播手段，开设官方微博和
微信“今日张江”，形成一种独特温

馨的“园区-社区”文化现象。如今，
在张江工作的不少白领都是“张小
江”的“粉丝”，在“张小江”新媒体平
台上，集聚了“粉丝”('#万多人。以
“今日张江”微信、微博为媒，“张江
男”“张江女”快乐同行，连“张江宝
宝”们也走到了一起……

张江"管镇联动#改革试点一年$"张江男#"张江女#

对生活环境的变化有了"初体验#!!!

既能施展抱负也能“诗意栖居”

去年3月17日，浦东
新区张江在全国率先启动
“管镇联动”改革试点，让开
发区管委会专注经济发展，
把社会管理的舞台留给镇，
各展所长激活“管镇联动”
一盘棋。

今天，在这项改革试点
满一周年之际，记者采访多
位“张江男”“张江女”后发
现，不少人已经对“张江一
年”改革试点的变化有了
“初体验”。

本报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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