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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年“留改拆”改造试点，今年开心搬回。
面对焕然一新的“旧居”，家住虹口区东余杭
路的陈敏新老人感慨不已。

在上海，有机的城市更新，正在取代大拆
大建式的生硬替换，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
律”，在不断改善民生的同时，也留住了城市
的根与脉，令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去年 &

月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走出一
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
子，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
“留改拆”旧居改造、智慧城市建设、限

时菜场、“小小区”合并管理……去年以来，
尤其是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上海铭记总书
记的嘱托，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不断探索前
行。在创新各种“绣花”手段的同时，上海也
始终把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作为
城市治理的核心之道。

旧房改造 改善民生保护风貌
今年初，虹口区春阳里老住户的陶剑斌

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改造后的
“新家”钥匙。“小别”大半年的老宅，一切都是
那么熟悉却又似乎陌生，告别了倒马桶，告别
了油腻腻的公用厨房，这辈子终于可以住进
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房子，面积还比过去
增加了。,%岁的陶剑斌脸上洋溢着笑容。

旧区改造是改善市民居住条件的重要途
径。上海的旧区改造历经了三个阶段。前两个
阶段以“大动迁”和“大拆迁”为主。去年 ##

月，上海市政府印发《坚持留改拆并举、深化
城市有机更新，进一步改善市民群众居住条
件的若干意见》，明确“十三五”期间实施各类
旧住房修缮改造 '%%%万平方米，其中旧住房
综合改造 #'%%万平方米，各类里弄房屋修缮
改造 !'%万平方米。新一轮改造从“拆改留并
举、以拆为主”转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
为主”，对于小里弄、石库门和老弄堂等传承
城市记忆的老建筑，应留必留。
虹口区“春阳里”的改造就是如此。“留房

留人”，将居民临时安置，改造完成后再迁回
原址。改造后的春阳里，外观留下了老虎窗、
红砖外墙等细节并修复原有纹路，内里为每
户人家增设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生活品
质大大提升。

黄浦区“承兴里”石库门也有上百年的历
史，作为首次以“抽户”的方式改造居住密度
较高的老旧房屋，抽中的居民通过解除租赁
关系的方式搬离，降低居住密度，释放空间面
积满足改造需要。

还有一种模式是“人走房留”，比如黄浦
区“福佑”地块，征收后成片保留历史肌理和
风貌，并将原有居民住宅改造为商业开发和
公共空间。未来，这里将构建慢行系统，开辟
公共绿地，老城厢将“变身”连接新天地商务
区和外滩金融区的桥梁。

城市更新 华丽转身!逆生长"

旧房改造只是城市更新的一面。去年底，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总规
要求上海牢牢守住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

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着力治理“大城市
病”，探索超大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途径。

头顶用地“天花板”，推动城市更新必须
告别大拆大建，这是上海超大城市发展的必
然选择。一年多来，注重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历史继承的“城市更新上海路径”，带动这座
全球城市华丽转身，实现“逆生长”。
今年 '月底，上海长宁区延安西路 #!-!

号“上生·新所”正式对外开放。这里曾是“上
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随着时代变迁，科研功
能逐步退化，但园区内的孙科别墅、哥伦比亚
乡村俱乐部等经典老建筑，却是可供开掘的
历史文化宝藏。如今，随着总部办公、创意文
化、设计师工作室、休闲餐饮等新功能的融
入，这片近百年的历史建筑以一种时尚姿态
面向世人，丰富了市民生活。

毗邻上海世博会原址的浦东三林地区，
一片正在建设中的楔形绿地渐已呈现“绿肺”
轮廓。三林楔形绿地是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确
定的中心城区八片楔形绿地之一。很难想象，
这样一块城市生态绿地，以前竟然是上海外环
内最大的“城中村”。从脏乱差到滨江区域的一
颗“绿色明珠”，背后体现的是上海城市更新的
出发点与归宿：不搞“涂脂抹粉”，而是“雪中送
炭”，一切都是为了民生改善、百姓福祉。

智慧小区 便民利民守护平安
阳光水岸苑小区，曾是普陀区平安建设

的“洼地”。##万平方米的小区，居民入住后一
直窃案高发。“几乎每两天就有一起，多的时候
一天好几起。”,'岁的徐海华老人说起那段日
子，颇有些不堪回首，起初他还埋怨儿子“买的
不好，乱哄哄”，后来也只能“听天由命”。

昨天，记者来到这个小区探访时，徐海华
却骄傲地告诉记者，“当初买对了。”眼睛看得
见的地方，小区人车分流，整洁有序；而在看
不见的地方，一整套智能安防设备，正在悄悄
守卫社区平安。居委书记俞曙光告诉记者，这
一切始于去年小区智能化改造。在白丽派出
所社区民警的推动下，去年 !月新成立的业

委会决定动用房屋维修基金建设智能安防系
统，彻底改变小区治安状况。
这样的变化全市都在发生。今年 ,月底，

上海长宁区春天花园小区发生一起窃案，案
值高达百万。警方侦查发现，小偷作案前曾连
续 &天潜入另一小区虹桥新城“踩点”，却因
各类智能防范设施严密，始终无法下手。虹桥
新城的智能设备不仅吓跑了小偷，还迅速锁
定了他的身份。

上海超大城市的公共安全防线如何筑
牢，智慧城市建设是关键一招。而作为智慧城
市的“细胞”，智能小区未来将成为所有市民生
活的标配。去年以来，随着上海“城市大脑”建设
推进，越来越多的社区安防插上了高科技的翅
膀。一个直观的指标，就是各类刑事案件数据
的下降。据统计，今年长宁区 )&$,.的小区已经
实现入室盗窃“零发案”。在全市范围内，所有智
能化改造的小区，也都实现了“零发案”。

城市大脑 万千触角无微不至
安全仅是智慧城市其中一环。现在的上

海，大到违法建筑、夜排档等城市管理“顽疾”，
小到乱张贴、乱堆物等城市“小病”，在日渐强
大的“城市大脑”指挥下，都能得到快速处置。

在普陀区，''$'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万个小型传感器布下“触角”，全区域、全时
段、全要素采集基础数据。“城市大脑”对回传
数据实时分析和判断，生成处置流程并派单。
居民忘带楼道门锁钥匙，“刷脸”就能轻松开门；
窨井盖没盖好，上面的智能芯片会自动报告给
管理部门……

前不久，家住石泉社区的黄阿姨接到一
条社区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黄阿姨，您在
家吗？快看看家里煤气关好了没有！”黄阿姨
赶紧去厨房一看，果然出了问题：年纪大了忘
性也大，锅里煮着东西都不记得了。

社区工作人员为何能未卜先知？这是街
道为“独居老人”推出的“智能五件套”发挥了
作用———门磁系统统计门的开合；红外系统
识别探测老人活动状态；智能床脚垫监测老

人心跳和呼吸频率；无线烟感监测火情；无线
可燃气体监测系统检查可能的燃气泄露。

今年国庆，上海首条“会发光的人行道”
惊艳亮相。外滩南京东路与中山东一路交汇
处，发光地砖的颜色与行人信号灯颜色同步
变化。这套系统不只“颜值”高，还能自动检测
行人闯红灯违法行为，并通过 /01屏现场显
示和语音警告，同时记录下违法行为，由交警
部门事后查证处理。

交通管理历来是超大城市的管理难点，随
着上海交通大整治推进，交通面貌焕然一新，
“车让人”蔚然成风。上海警方在非现场执法上
下了大力气，通过“超级电子警察”“声呐电子警
察”“桥梁称重系统”等一整套智能设备的改
造升级，“警不在法也在”的氛围逐渐形成。

基层治理 共建共治方能共享
“说来真的难以相信，自己也能进区政府

常务会议会场，参与到政府决策的环节中。”
近日，首次作为“利益相关方”列席区政府常
务会议并发言，上海颐和苑老年服务中心负
责人周保云十分激动。“如此重要的政府会议
向群众敞开大门，不仅让决策更科学民主公
开，也展现了政府的自信和底气。”
“利益相关方”列席政府会议，是增强政

府决策透明度、强化公众参与的重要举措。公
众参与感强，主人翁意识也会增强，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才能形成。

首创于浦东的“限时菜场”就是一个生动
案例。清晨 '点半，!辆装满新鲜食材的货车
就会停在金松路迎春路路口附近。很快，街角
的空地上，几十个方形空菜筐被摞成平台，摆
上品种丰富的菜品———“限时菜场”又开始了
新一天的营业。

利用社区附近的空地拐角、闲置场地，浦
东如今已开出了 &,处限时菜场，既解决了
“马路菜场”安全不可溯的顽症，又为满足居
民买菜需求探出了一条新路子。
“限时菜场”不是想开就开，必须征询居

民意见，选点没有问题，才能够“上马路”。据
浦东新区商务委介绍，“限时菜场”是利用公
共空间在指定地点设置、限定时间经营、按规
定品种销售，由政府给予特许的一种新模式。
如今，“限时菜场”在静安、闵行等区也复制出
了 !#家，受到居民普遍欢迎。

不只鼓励群众参与+也对标最好+主动下
沉“找差距”。去年以来+上海在全市启动大调
研+聚焦治理“难点”+破解民生“痛点”+疏解政
策“堵点”。其中“老破小”小区物业治理难题+

由于诉求多元、利益复杂+成为基层群众反映
强烈、屡治难愈的顽疾。

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办事处主任许勤在走
访几百户居民后+提出对部分规模小、区位相
邻的“小小区”进行合并+小区管理共享+规模
效应使物业公司盈利、管理水平提升+小区品
质环境改善+获得了群众称赞。

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也是发展趋
势。浦东新区塘桥街道的怡东花园小区一直以来
因邻里沟通少，社区认同感参与度低，基层治理无
法深入。今年初，塘桥街道改变以往购买服务
围绕“职能部门转”的做法，而是搭建对接平
台，让社会组织服务“围绕居民转”。

通过党代会、社代会、城运中心、塘桥热
线等渠道，让居民区“点项目”“提菜单”，并梳
理出物业服务、垃圾分类、美丽家园、心理健
康、绿色环保等 ,大类最受居民欢迎的服务
项目。随后，街道公开向社会组织招投标，最
终引入东方调解中心、幸福家庭服务中心等 (

家社会组织，受到了居民衷心点赞。塘桥街道
怡东居民区书记丁海敏介绍，“尤其是周末邀
请著名儿童教育学家来小区开讲‘儿童行为
能力与家庭辅导’、组织开展亲子爱牙体验活
动等，积累了一大波年轻居民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