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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己买报纸，我首选新民晚报和环球时报！”华东师范
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罗国振评价今年“夏令热线”的 !"个基层样本
很丰富也很生动，至少概括了市民生活中最关心的四大主
题———“医食住行”：“医”，曝光了大医院门前有黄牛多公然
兜售紧俏号的问题；“食”，涉及到菜场门口“小尾巴”的问
题；“住”，报道了环境治理、小区拆违等问题；“行”，则对申
城的轨道交通、黑车黑摩进行了扫描。“市民素质的提升，需
要媒体呼吁。除了设施本身还不够人性，还有市民素质问
题”。罗国振建议，可以把历年来的“夏令热线”基层样本集
结成册，发放到社区里为社区的管理工作者提供经验。

小区自治亦是技术问题
居民小区，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既事关生活在其中的

一群人，也事关整个城市的居住幸福指数。在今年“夏令热
线”的 !"个基层样本中，以往物业费最难收的老式小区里，
却也有行之有效的新经验。比如：闵行区的罗阳一村在原物
业因诸多原因突然终止服务的情况下，小区积极探索出“业
主自己管物业”的社区管理新模式，一本“微博晒账”公开透
明取信于民，收了多少、用了多少、用到哪里去了，一目了
然；而杨浦区的大诚花苑之所以物业管理费的收缴率能提
高到 ##$，一方面业委会给聘请的 %名保安和 !名保洁人
员买商业保险，另一方面还曾对及时支付管理费用的业主
发放联华 &'卡、食用油等小礼品奖励，真正做到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自治小区的业委会都有自己的“权

力清单”，即关于小区的哪些事项是自己负责的，应该走怎
么样的流程，公布哪些细节和内容，都写得一清二楚，小区
居民看得见、查得到。对此，罗国振评价这样的小区自治靠
的是高素质的业委会，同时小区居民也对乡约民俗足够尊
重。如果这个能做得好，也不失为小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但
作为一种探索还未必是申城小区管理的主流模式。因为毕
竟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根据相关政策和法规，由物业公司
来管理小区事务还是更专业，这里还涉及到水电煤维修、小
区内交通管理和道路维护等一系列需要经验的“技术活”。

个人素质尚需从小做起
小区环境好不好，说的既是硬件环境，又有软件环境。

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即做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和法律意
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上
世纪 ()年代热门的这些口号，罗国振认为到如今也没有过
时，反而值得重新发挥舆论的正能量。
一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关键在于市民素质的高低；而市

民素质的高低，也直接决定了城市幸福指数。不过，就好比
干净的地板上几乎没人会想到吐痰一样，城市的基础配套
水平也会影响到市民的素质。
“上海在上世纪 #*年代刚开始做地铁规划的时候，连

卫生间都没想到，今天你能想到吗？”罗国振说，其实城市配
套的建设也在与时俱进，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新提出的“新常
态”说法，其实不光适用于就经济建设，同样适用于制度建
设。而上海的城市发展到了现阶段，完全有条件以更远的眼
光着眼于城市功能和规划布局的完善。
伴随上海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原有的区域布局和功

能还需渐渐完善，而不是造好后“各自为政”，因为现在不光
地上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连地下也有“最后一公里”的
需求。如果在基础配套上能连接起“地下最后一公里”，就能
反映出申城现在的城市管理水平和城市关怀。

! ! ! !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公布的《+*!,年上海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到去年底，上海常住人
口总数为 +-!./!.万人，比前年增加 ,-/"+万人。对于这么多
人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座城，社会治理难题该怎么破？

对此，市政府参事、市教委原副主任瞿钧认为：对于上海
这座特大型城市，经过这么多年建设为先的城市发展模式后，
即将进入以管理为先的城市发展模式。特别是“夏令热线”今
年总结的 !"个案例更有推广复制的价值，但还需政府部门从
更深层次来借鉴经验、思考问题、找出规律，这样才能在今后
的城市管理中更主动。

排档有需求!疏比堵更加好
像长宁区的水城路、青浦区的浦仓路等昔日夜排档热门

地，如今都找到了因地制宜的规范治理办法。不过，瞿钧认为
其实这里面也有个供需的问题。当市民的收入水平和卫生意
识到达一定水准时，一般也不会主动想到去吃夜排档。相关调
查发现：目前沪上夜排档比较集中的地域，更多的是在城乡结
合部或建筑工地多的地方，因为不少外来务工者没条件去大
饭店，夜里就去大排档喝点啤酒、吃吃小菜，他们认为夜排档
只要是当场热炒都会比较卫生。
“我认为疏比堵更好。”瞿钧说，为什么在大型居民区相对

稳定的环境里，大排档反而不容易滋生；而在上述地段，大排
档反而经常会赶走了又再来？在这点上，政府监管部门一方面
有必要摸清未来夜排档的出现规律、早做预判。另一方面，也
应明确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对食品摊贩管理的主体资格。
瞿钧建议，未来沪上食品摊贩如要取得合法身份，还必须有工
商、食品和药监部门的各司其职，以及城管、环卫等在经营时
段、布点区域及卫生方面的监督。

政务算成本!有出才会有进
最近上海有好多区都在搭建电子平台。但瞿钧说，电子监

控也好、新的信息平台也好，但别忘了这些还是不能替代一些
最基本的工作方法，那就是下基层走一走。
瞿钧认为，“夏令热线”里反映和解决的，其实不少都是多

年的“老大难”，相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先有一种
预判机制呢？如果自己先发现问题、心中有数，就能当场给老
百姓及时做解释，告知大概怎么解决、大概什么时候能解决。
其次，政府部门也应该有管理理念上的转变，管理城市要舍得
花钱，但这个钱应该花在刀刃上，特别是今年能预判明年的城
市管理中应该增加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算好一本总账、想
好成本性管理。

城市抓管理!多部门应联席
“今年‘夏令热线’有新亮点，尤其在拆除违法搭建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政府部门加大拆违的政策力度。一方面，
针对以前管得粗的一些老问题，通过多部门联合行动把现有
的各部门条规进行了梳理组合，这样就能明确告诉老百姓哪
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另一方面，就是政府部门自己带头拆违，
老百姓才会服气。”瞿钧说。
瞿钧指出，在现在的日常监管中，“运动式执法”的痕迹还

比较明显，比如像“夏令热线”反映出的一些城市管理中的“疑
难杂症”，最终解决了固然是好事，但为什么一定非要等到“夏
令热线”、等到局长接电话了才能解决呢？瞿钧表示，执法检查
中也发现，各部门间信息有时还不能有效互联互通，监管部门
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也不通畅。未来，通过像“夏令热线”这
样的媒体监督平台上的大数据，城市管理的各部门应形成联
席机制，互通信息、通力解难，让“老大难”不再“老大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