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前，黄浦老城厢，差不多还
是“脏乱差”的代名词。而黄浦区要
“打造城市管理最过硬地区”，岂能
容忍“脏乱差”。重塑老城厢，遇到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拆违。
东至中华路、南至复兴东路、西

至三牌楼路、北至方浜中路的豫园、
小东门老城厢地区，被列入 "#!$年
度上海市环境综合治理重点区域。

在这里，"#%& 万平方米区域
内，违法建筑“点”多，已认定 "#'$

处；面小，"()平方米比比皆是；外
借量大，'#*以上出租给外来人
口；留住多为老年人，生活较困
难。!年来，黄浦拆违如何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破解
难题？事实上，从“最难啃的骨头”
先啃、“黄浦拆违十条”，到环境综
合治理标准普及，黄浦老城厢依法
拆违拿出了“三部曲”。

最难啃的先啃
四牌楼如何重见天日

"#!' 年八、九月间，四牌楼路
经历了一场“大手术”。

这条不足 '##米长的马路，无
证无照经营最多曾达 )##多处，其
中在门店内经营的仅约五分之一。
“居改非”、破墙开店、违法搭建、油
烟扰民……所有的“老大难”问题，
都集中在这条老街上。以前站在这
里，抬头是看不见天空的，只有电
线、雨棚、遮阳篷……可谓遮天蔽

日。
居民袁阿姨在这里住了 )#

年，最近十来年晚上都不能开窗，
否则，油烟窜进来，熏得人直咳
嗽；窗外更是遍地油污，乱停车、
乱设摊，乱成一锅粥。“我女儿开
玩笑说，这么脏乱差的地方，老妈
为啥嫁来？我告诉她，当年可不是
这样。我们没别的想法，就盼能重
见天日！”袁阿姨说。

"#!' 年 & 月 ) 日，四牌楼“重
见天日”的行动开始了。四牌楼路从
中一分为二，向东属小东门街道，向
西属豫园街道。这一天，两个街道同
时展开了整治行动。

“我们先请违法开店的业主、
租户来中心看监控录像，看看违法
经营对市容环境的破坏力；再开座
谈会，听听业主、租户都有什么要
求；然后，街道从房地部门拿到四牌
楼路所有房屋的规划图纸，一个个
上门核对，哪里是违法搭建，一目了
然。”时任小东门街道副主任王玉华
说，一个月里，四牌楼路小东门辖区
范围拆除了所有 +#多户违法建筑。
与此同时，豫园街道在四牌楼

路共拆除雨棚 &,个；拆除店招 )"

家、广告牌 "-块、灯箱 !"只、卷帘
门 !)个；拆除违法搭建 ")处；对 ,

家破墙开店的做了砌砖封墙处理。
一个月下来，四牌楼重见了天

日。拆了用于经营的违建，需政府
帮助就业的，可以安排保洁环卫等
社区岗位；实在生活困难的，可以
申请低保。“因为事前告知、发动很
充分，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志愿者
业主带头拆违，各部门协调合作，
没有出现一家整改不配合的情
形。”王玉华说。
背景链接———

"#!'年 -月 ",日，市委书记
韩正在豫园街道实地调研，听居民
“泼辣控诉”老城厢居住环境之脏乱
差，违法搭建更是首当其冲。

居民的“泼辣控诉”，实在说出
了老城厢的矛盾和治理之难。单单
一个四牌楼，就不是好啃的“骨头”。
这条短短的小马路，涉及两个街道，
数个职能部门。从 &月 )日开始的
一个月内，这条路得以“重见天日”，
治理动作之大，方法之得力，超出了
人们的预期。能有这样的效果，拿黄
浦区城管执法局局长徐文虎的话
说，那叫———最难啃的骨头，先啃。
黄浦区作为上海中心城区的核

心区域，重点区域和重大活动多，社
会关注度高，如何创新城市管理新
模式，打造城市管理最过硬地区？

"#!' 年 ' 月初，黄浦区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揭牌，标志着黄
浦区推进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机制
改革全面启动。此后，黄浦城管行
政执法的职能从单一市容市貌向
城市管理、市场监管、街面治安延
伸，伴随这一改变，不仅是城管、
街道、公安等相关机构合作运行
方式的调整，从问题发现、派单到
处理，都将为城市管理的效率和
效能带来显著提升。这样的机制，
在四牌楼初见成效。

首创!黄浦拆违十条"上海
最后一个马路市场关闭
在黄浦区小东门街道，有一条不

足 )##米长的东街，典型的老城厢，
周边 ""##多户居民还在拎马桶，东
街上曾有个存在了 )!年的旧货市
场，严重扰民。"#!'年 !!月 +日，
“东街旧货市场”的大门铭牌被拆除，
中心城区最后一个马路市场关闭。
“我是 !,&"年搬到东街的，那

时候，东街的马路是能过车、能走路
的.可后来，不要说救护车、消防车进
不来.就连自行车也不好走，雨天撑

伞也要侧着身子走路。”-#岁的居民
厉阿姨说，为了“要回”能走路的东
街，她通过夏令热线向区政府投诉。
“当时，不少人说，没用的，以前

都投诉过多少次了，整治还不是一
阵风，老样子好不了/ ”厉阿姨说，
“我脾气倔，我就不信上海发展到今
天，不能治理好东街，我坚持投诉。”
结果，在启动整治后，存在了

)!年了的东街旧货市场 ! 个月内
就关闭了。

!,&+ 年，为了解决就业，东街
旧货市场开张了；!,,-年，市场的
所有权由工商部门转交给小东门街
道。经年累月，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从复兴路进入东街，!'# 米内都是

旧货摊位，各种旧电器和小五金，满
满当当，摊位上搭起的雨棚遮天蔽
日，摊位后面更是各种私搭乱建。
“"#!' 年 , 月中旬，区政府会

议决定治理东街旧货市场。”时任小
东门街道副主任王玉华说，城管、市
政、街道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旧货市
场内极其复杂的权属、经营、居住、
搭建的摸底调查，掌握了市场内 &)

户经营户、,)个棚，市场周边 $,处
违法搭建的详细情况。其中，&)户
经营户不少都是租赁摊位的外来人
口，原来的摊主大多已不再直接从
事经营。
如今，这个存在严重公共安全

隐患的市场，到了不得不关的时候。
怎么关0

“将关闭市场的计划告知到每
个商户，对合法经营的设立补贴和
奖励标准，对无证无照违法经营的，
坚决取缔。”王玉华说，所有的标准
全公开全透明，每次座谈会都请法
务组为商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让
大家知道该补的一分钱不会少.不
该补的一分钱也拿不到。

结果，只用了 !个月时间，&)
户经营户全部签约，)!年占路经营
的东街市场关闭了，实现了“消除安
全隐患、还路于民”的目标。
背景链接———

拆违，离不开“法治思维”，不止
是旧货市场如此。黄浦区老城厢“二
元结构”突出，居民居住条件差，不
少违法搭建，起因是为解决居住问
题。老城厢拆违，如何既依法合规，
又能适当改善居民生活条件？面对
这道考题，黄浦区拿出了创造性的
“黄浦拆违十条”。

“黄浦拆违十条”，要避免拆违
程序繁琐、时间过长、行政效率低
下、社会成本高企的弊端。“黄浦拆
违十条”的流程设计，是在法律的框

架内推动第一时间发现，提高行政
效率，将违法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
节约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毕
竟，拆除半堵墙，较之拆除一座房，
成本高低，不言而喻。同时，区城管
执法局和街道对当地居民做好摸底
调查，依法解决居民“急、难、愁”问
题，老城厢拆违因此不但合法，更有
“温度”。
“黄浦拆违十条”是本市第一份

关于拆违的区级成文指导性意见。
对有效推进拆违工作有较强的指导
性和操作性。截止 &月底，今年一季
度黄浦区依据“黄浦拆违十条”拆除
违法建筑 "-#处 -"'$平方米，没有
发生一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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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老城厢”拿出依法拆违“三部曲”

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破解难题" !年来!从#最
难啃的骨头$先啃%#黄浦拆违十条&!到环境综合治理标准普及'((

曾经严重的违法搭建

曾经各种摊位占道经营阻塞交通

老城厢居住环境拥挤不堪，混杂众多违建

拆违前的旧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