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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十年，作为一项民心

工 程 ，政 府“ 为 民 办 实 事 ”从 未

间断。

2012 年的实事项目是这样的

——为 700 幢 20 年以上房龄高层

住宅楼增配消防设施；为 150 所

以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

主的民办小学建设综合实验室；

在每区（县）各设一处“临终关怀

病房”……

每一年都是 10 个方面、数十

个项目。但实事项目的选择越来

越科学、越来越贴近实际需求，通

过广泛倾听市民需求、公开征集

人民建议，着力解决老百姓的“急

难愁盼”，不做表面功夫，不图一

时光亮。近几年，民心工程项目

数量更多、投入更大，对于城市面

貌、百姓生活的改善也愈加明显。

到了 2022 年，实事项目包括

改造 2000 张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开设 500 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

新 增 1 万 个 公 共（含 专 用）充 电

桩；为 2600 名视力障碍者提供智

能助盲辅具……

这十年的实事项目，大都围

绕旧改、养老、教育、医疗、就业、

环境整治等，是群众最关心、最迫

切、最有感受度的问题，且需要久

久为功、接续用力，日拱一卒、岁

添一寸，把缺口填满，将短板补

长。不知不觉间，许多满足人民

群 众 日 常 需 求 的 硬 件 设 施 就 有

了、全了、好了。

比如应对城市老龄化问题。

以前关注养老院一床难求，如今

却细分到日间托老中心、社区老年助餐点、老年护理

院等；以前闻所未闻的城市公共服务，如每千人拥有

博物馆数、每万人拥有家庭医生数、城市公园数量、

社区生活服务圈、市民健康管理等，不仅出现了、达

标了，甚至能够媲美发达国家和地区。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要努力

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

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上海确定人民城市建设的

“五个人人”努力方向——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人

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

人民城市建设，要从点滴事做起、用绣花功落

实，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新征程上，“人民城市”是指引上海奋力

前行的航标。“使在这座城市的人引以为豪、来过的

人为之倾心、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这样的城市必

将日新月异、气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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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苏州河畔，上海静安区蝴蝶湾公园。滨

河步道上，市民或慢跑锻炼，或休憩纳凉。72 岁的

市民贝文珍每天早晚准时到河滨“打卡”。

“我是看着苏州河一点点漂亮起来的。”贝文珍

退休前在海螺衬衫厂工作，每天上下班都要路过苏

州河。上世纪 90 年代起，苏州河历经三期整治，水

质明显改善。“但两岸景色单调，人和河没什么亲近

感。”贝文珍说。

群众所忧所盼，就是城市更新着力之处。2017
年，在完成黄浦江核心段 45 公里滨江岸线的贯通

开放后，苏州河沿线地区滨水贯通、向腹地延伸的

公共开放空间工程随即动工。

2020 年底，苏州河两岸 42 公里滨水岸线基本实

现贯通开放，打通了两岸公共空间 63 处断点。一座

座近代民族工业遗存、历史建筑跃升为公共活动新

地标：原圣约翰大学建筑群，成为“建筑可阅读”的

“打卡地”；曾是中国最大面粉厂的福新面粉厂旧址，

重新融入岸线景观……沿岸还衍生出许多有“烟火

气”的功能节点：6.3 公里的静安段景观灯光全线亮

灯，苏州河桥下空间变身“口袋公园”……

“从持续治理水质到滨河岸线贯通，我们体会

到，最大的变化在理念。”负责实施苏州河静安段贯

通项目的应立仁说，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市民，把

老百姓的感受放在首位。从无障碍坡道设置到公

厕布点，从河岸亮灯的色温色调到修建休憩驿站，

静安区建管委专门调研走访了周边多个街道的居

民，充分听取和采纳了群众意见。

总长近 90 公里的“一江一河”岸线，从昔日的

“工业锈带”变成了今天的“生活秀带”“发展绣带”，

实现了沿岸居民小区与滨水公共空间的融合共生。

一江一河岸线美
本报记者 黄晓慧

作为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的城市，上海一些街

区，差不多每百米就有一家咖啡馆。“有空约咖啡

哦。”商务往来，这句话常挂在嘴边。一杯咖啡的时

间，可以在虹桥商务区谈妥一个外贸大单，可以让

张江科学城的程序员敲出一段段代码……

在上海，创业不仅是写字楼里通宵的灯火，也

是街边的咖啡飘香。咖啡馆的密集程度甚至成为

一个街区的创新指标。

700 米长的街道，20 多家咖啡馆，“喝”出了 4000
多家创新企业——杨浦区的大学路，是创业圈的“网

红街区”。这里曾是一片旧厂房，2016 年转型为创新

园区，背靠城市副中心五角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源源不断输送

人才和技术，校区、街区、园区在这里“破圈”融合。

上海丰富的旧厂房资源，孕育出独特的创意产业新

空间，散落其间的咖啡馆，令创意和灵感迸发。

截至 2021 年 11 月，上海咖啡门店达 7200 家，

平均每万人咖啡馆拥有量接近 2.9 家，和伦敦、东

京、纽约等城市比肩。市场如此饱和，全球新锐咖

啡品牌仍持续进入；个人咖啡品牌亦如雨后春笋；

每年的进博会上，来自不同产区的咖啡豆总能引起

关注……咖啡成为开放上海的一个注脚。

“你好，我要打包一杯大杯拿铁。”顾客说完，

店员指指自己的耳朵，通过手势互动完成点单。

在上海，在咖啡店遇见听障咖啡师并不稀奇；高

温天，咖啡店会为交警、环卫工送上免费饮

品；疫情防控期间，咖啡一批批送到防疫

志愿者手中……

从速溶到现磨、手冲，咖啡越喝

越多元，场景越来越丰富。这一杯

杯 咖 啡 ，闻 得 见 创 业 创 新 的 滋

味，映照出满满的城市活力。

咖啡飘香活力满
本报记者 季觉苏

··上海篇上海篇

7 月，进入上海中心大厦 52 层的朵云书院·旗

舰店，《收获》创刊 65 周年特展正在这里举行。“文

学应该永远保持时代高度和思想高度。”《收获》主

编程永新说。

这也是上海文化一直保持着的高度——依托

丰厚的文化资源，上海奋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都

市，“上海文化”品牌越擦越亮。

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上海将“红色文化传承弘

扬工程”纳入全市 16 项民心工程。红色资源传承

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颁布实施，中共一大纪念馆建

成开放，一批革命旧址遗址得到保护利用。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上海出品的现象级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3 年来在全国演出超 400 场；作

家金宇澄创作的小说《繁花》获得茅盾文学奖，作家

孙甘露新近推出的红色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千里江

山图》反响热烈。

首演首秀魅力十足。2021 年，上海共举办营

业性演出 38366 场，平均每天演出超过 100 场。环

人民广场 1.5 平方公里范围的“演艺大世界”，成为

国内密度最大、集聚效应最强的剧场群。

文 化 设 施 惠 民 便 民 。 上 海 在 全 国 率 先 基 本

建 成 现 代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 中 心 城 区 10 分

钟、郊区 15 分钟的公共文化服务圈”让家门口的

文化生活越来越精彩。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

的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东馆将于今年内开放，上海

博物馆东馆、上海大歌剧院等重点文化工程加快

建设。

历史文脉保护传承。2019 年 1 月，架空线入地

后的百年武康大楼焕然一新；2021 年底，大修后的

上海展览中心拆除围栏对公众开放，生动诠释了

“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城市有温度”。

文创产业成为支柱。上海吸引逾 7000 家影视

企业落户，是全国举办艺术博览会数量最多、影响

力最大的城市之一。文创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

总值 13%左右，支柱产业地位日益凸显。

“上海文化”，让城市更美好。

“上海文化”品牌亮
本报记者 曹玲娟

6 月 27 日，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 185 街坊

旧改动迁开启选房签约，65 岁的王国明通过电脑

摇号第一个进场，为三兄弟选择了位于奉贤区同一

小区的 3 套一室一厅。

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后，上海旧区改

造工作摁下“快进键”。虹口区加快推进听证会，

旧改征询高比例生效，1000 余户居民挥别旧里，

全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任务由此全面

完成。

旧区改造，是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

作，近年来被列为全市 16 项民心工程之首。近 5 年

间，上海累计改造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

308 万平方米，15.4 万户居民受益。2021 年，曾占

全市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总量约 1/3 的杨浦区，

提前全面完成改造任务。目前，黄浦区还剩 6 万余

平方米、4000 余户，将在 7 月底前全面完成。上海

市住建委主任姚凯说：“这意味着上海将全面完成

持续 30 年的成片二级旧里改造工作，历史性解决

这一困扰上海多年的民生难题。”

6 月 10 日，虹口北外滩 59 街坊出让合同签订，

这里将矗立起一幢 180 米高的商务楼，结合成片历

史建筑资源，建设国际著名品牌旗舰店集聚区。虹

口区旧改指挥部党委书记、常务副总指挥杨叶盛介

绍，2012 年，这一地块曾因居民签约率未达标而终

止 征 收 。 6 年 后 重 启 征 询 ，当 年 底 就 通 过 生 效 ，

1000 多户居民告别“蜗居”。“这得益于上海旧改的

一系列创新举措相继落地。”杨叶盛说。

2018 年 起 ，上 海 市 新 一 轮 旧 改 由“拆 改 留 并

举，以拆除为主”调整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

为主”，实行“市区联手、政企合作、以区为主”模式，

破解了旧改资金筹措和平衡难题，为旧改提速提供

了机制保障。如今，上海中心城区二级旧里以下的

零星旧改工作也在加快推进，“我们有信心在‘十四

五’期间提前完成。”姚凯说。

旧区改造面貌新
本报记者 田 泓

“没想到宝宝的出生证明、户口等这么快就办

成了，真方便。”上海市民殷俊说。去年 12 月，他有

了孩子，听说登录“随申办”进入“出生‘一件事’”栏

目就能办妥相关事宜，尝试后果然如此。

让群众和企业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上海“一

网通办”政务服务改革的重要抓手，通过将涉及多

个职能部门的“单一事项”集成为“一件事”，从而实

现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提升了群众办

事的便捷度、体验度和满意度。2018 年，上海推出

“一网通办”改革，成立市大数据中心，通过政府工

作流程再造，让群众、企业办事“像网购一样便利”。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上海近年来大力推进的

标杆性场景集成服务。由市卫健委牵头的“出生

‘一件事’”，就是其中之一。孩子出生后需要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登记等，产妇需要办理生育医

学证明和生育保险等，涉及卫健、公安、医保、税务、

民政 5 个职能部门，涵盖助产机构、派出所、社保卡

中心、医保中心、社区卫生中心、社区事务中心等服

务窗口。通过大数据归集，上海市所有助产机构均

可实现“一网办、一窗办、一次办”。产妇实名登录

“随申办”，跟随智能导引完成填写申请表等步骤，

即可提交 9 项事项联办，填报信息由原来的 371 项

减少至 25 项。自 2020 年 9 月上线至 2022 年 6 月

底，“出生‘一件事’”已服务 2.46 万户家庭。

目前，上海市级层面共推出 27 项“一件事”，包

括医疗报销、偿还房贷、新能源汽车专用牌照申领

等，通过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流程优化、系统

整合、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平均减环节 70%、减时

间 58%、减材料 77%、减跑动 72%，办件量已达 403.7
万件。

“一网通办”真高效
本报记者 谢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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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申园。

周 馨摄（影像中国）

图②：上海地铁 8 号线，中国铁建

电气化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接触网相

关技术参数进行复核测量。

王 初摄（影像中国）

图③：市民在上海杨浦区滨江拍

照留念。

王 冈摄（影像中国）

图④：俯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王 初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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