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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管理!党建引领!机制创新!核心是人"党代表热议#$$

城市温度，来自绣花般治理
“妈妈，能告诉我什么是诗吗？”
“诗就是对美好的一种表达。”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分组审议市委报告时，党代表江丹给大家

讲了一段颇为文艺的对话。对话发生在她和儿子之间。当时，江丹
想起白天听报告时特别打动她的一段话：“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
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城
市始终是有温度的。”她读给儿子听，告诉他这就是诗一样的语言，
是我们这座城市明天的美好样子。
城市的温度来自很多方面。从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来说，提

高城市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法治化管
理水平，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这
是一种温度；以人为本，治理有情，让生活
在这座城市中的人充满归属感与向心力，
同样是一种温度。
城市的温度，需要绣花一般精细的管理

手段，也需要核心是人的治理创新。对此，党
代表们纷纷发表看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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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理
科学化精细化并行

! ! ! !“治理超大城市不能有丝毫粗心
大意，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坚持以人
为本、管建并举、管理为重、安全为
先，全面强化依法治理，提升城市治
理整体能力。”
对于党代会报告中这一段表述，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路设处处长季颖
秋代表深有感触。这五年，上海社会
治理创新走上了新路。外环线内烟花
爆竹禁燃、“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
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城乡中
小河道综合整治、食品安全监管等工

作的深入推进和落实，使得城市总体
环境面貌显著改善，市民获得感满
满。尽管如此，季颖秋还是感到，未来
城市的治理，在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
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和努力。

以交通管理为例。季颖秋说，交
通大整治已进入常态长效化的阶段。
大整治之所以能持之以恒，首先是依
法治理，严格执法，把立法律规矩、树
尊法氛围作为出发点和目标，加上交
警勤务机制改革的机制创新和新道
交条例的立法保障。未来，要把大整
治推向深入，使上海交通出行更安
全、有序、畅通，还需要往精深处做文
章。“绣花不仅要技艺，更要用心、专
注。”季颖秋说，未来，上海街头信号
灯的配时精准度将实现以“秒计”，利
用好每一秒宝贵时间；街头黄线的漆
画也会更加审慎，同时增加更多黄虚
线为临时停车提供空间；一些出租车
司机反映的就餐难如厕难问题，将通

过合理设立更多就餐点、如厕点来化
解；还将通过调研，在条件允许的前
提下，开辟更多的夜间马路停车场，
为居民小区夜间停车难题寻找出路。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
究院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
所副所长朱洪代表也有同样感受。朱
洪认为未来的城市规划应强化科学
论证评估。“上海从上世纪 !"年代开
始已经建立了交通模型，非常注重定
量分析，但我认为应当更加注重综合
效应的评估，并让公众广泛参与。”

朱洪希望上海的交通管理，从粗
放型转变为更多关注交通微观层面
的精细化设计。“老百姓出行直接的
感受和需求，要靠一个个交叉口，一
个个地铁车站或者是行走的环境，在
细节上体现，决不能满足于图纸上的
美观。”朱洪认为，如果与老百姓缺少
对话，在图上再漂亮，在细节上有所
欠缺，仍是失败的、需要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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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创新
迸发社会组织活力

! ! ! !“社会组织就是众多绣花针中的
一枚，它细腻、精准、有弹性，能够更
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帮助政府和党
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这是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孙甘
霖代表的感受。她通过 #"$% 年和
&"$'年对上海市民家庭的入户调查
发现，上海市民对城市建设发展社会
进步的满意度，每年都有大幅提升。
这种提升从何而来？社会组织的发展

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上周，我们进行了上海市社会

治理十大创新项目的评审，所有参评
项目都是网上申报，评委大部分也是
通过网上报名参加，再通过一定的培
训和交流，以及到 $""多个基层治理
点的参评项目中去亲身体验，最后选
出上海十佳。”孙甘霖说，十佳中除了
全市共同推进的五违四必、交通整
治、禁燃烟花成为公推的前三名，剩
下的七个，都产生于基层的社会治理
实践当中，包括社会组织参与的一系
列行之有效的做法。

让孙甘霖意外的是，原以为都是
里弄退休人员、大妈、老党员感兴趣，
没想到报名者平均年龄不到 (%岁，
来自大学、白领、教师、机关、企业等
方方面面。“从中我们感觉到，社会治

理前几年带来的可能是满意度，但这
两年更多的是参与度。”社会组织在
党和政府的引领下，对接群众诉求精
准和有效，从小孩到老人、从家政到
服务白领，领域之宽泛、涉及面之广
令人意外。孙甘霖披露，上海基层治
理“$)'文件”出台到今天，全上海增
加了 (***多家社会组织，它们已经
成为大学毕业生、海归就业的一个重
要选择。&*+%到 &*$,年，社会组织
参加的公益项目增加了 +,*-，各类
活动的开展，增加了 &., 倍，政府购
买的资金三年翻了一倍。孙甘霖认
为，社会组织的细腻精准的对接，就
是一枚绣花针，社会力量的活力，正
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下，更好地迸发出
来，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换来的是
人心的增量，是对党的信心的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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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
实现社会自治共治

! ! ! !党代表中不乏来自基层的“小巷
总理”。在他们看来，要让城市温度延
伸到社区这个城市的“神经末梢”，必
须像党代会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以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增强社
区自治共治、共建共享能力。”这也是
不少街道居委正在进行的探索。

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书
记倪瑾代表透露，街道通过交叉任

职，发挥党组织对共治协商的引领作
用，从观念、架构、机制和运作等方面
深化“顶层设计”思维，来推动社区治
理创新。比如，为根治“群租”难题，新
江湾城街道去年开始首推自治、共
治、法治———“三治融合”的创新治理
模式，摒弃了简单驱赶的老思路，而
是从业主和租客的思想和法治观念
上推动他们自我改变、主动解决。整
改成本降低了，效果反而提升了。

静安区共和新路街道洛善居民
区的党总支书记黄蓓代表也有同样
感受。“&/$0年居民区推行垃圾减量
和分类工作，我们希望吸引社区居民
参与社区的自治和共治。”黄蓓介绍，
活动吸引了小区近半数居民参与，处
理完垃圾聊上两句，居民和居委会之
间的交流大大加强。随着大量居民参

与，也吸引了社会资源的关注。专业
社会组织的参与，又引入了专业人士
和专业资源，一些问题不仅停留在解
决上，而是得到升华。

比如小区垃圾厢房和建筑垃圾
堆放地的改造。以前居民碰到脏乱差
总是站在裁判的角度来批评。这几
年，社区慢慢形成了共建共享的氛
围，加上社会组织的参与，把垃圾厢
房的改造，提升到一个环保示范中心
的高度，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全
程参与，共同讨论，把示范点真正当
成了家园的一部分。
让黄蓓感慨的是，再遇上问题，居

民不再指责“你们”为什么没做好，而
是会说，书记，“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从你们到我们，社区
自治共治的意识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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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在人
老法师带好新班子

! ! ! !市委“$1'”文件实施后，上海基
层工作队伍中年轻人多起来了。对此
不少基层代表颇有感触。如何带好新

班子也成了老法师们的新课题。
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梁

慧丽代表透露，现在社工中不乏“2/

后”，他们思路活，但与居民打交道处
理矛盾纠纷的沟通能力还不够，必须
要教他们学会“换位思考”。
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社区党建服

务中心常务副主任车菊英代表也有同
感。“$3'”改革后，中心增加了居民区
党建工作的职能。淮海中路居民区很
多，对居民区的服务工作跟以往对企

业楼宇的服务也有很大不同，工作面
更宽、对基层工作者能力要求也更加
高。车菊英自己和身边的年轻团队都
感到需要不断学习，“压力挺大”。她建
议对新进的年轻基层工作者加强培
训、做好带教制度设计。
长寿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李锐代表

介绍，这两年街道引入第三方专业调
查机构，推出了“居民区病历卡”制度，
面向居民发送问卷，全方位评估基层
干部和社工的工作，寻找痛点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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