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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的上海，气候宜人，最适合于城中
漫步。黄浦江畔的户外咖啡馆里，市民游客悠然
自得，闲谈小憩。静安区的老街巷中，三五成群
的年轻人在街边高大的梧桐树下，嬉闹拍照。上
海世博文化公园内，组团出游的爷叔、阿奶，兴
致勃勃地拄着登山杖、爬上双子山，尽情享受秋
日风光。这一幕幕和谐画面，生动呈现了“让城
市成为老百姓宜业宜居的乐园”景象。

近年来，上海市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持续推动城市建设
高质量发展。近日，本报记者跟随上海市政府新闻
办组织的“我们的人民城市”专题采访，探访上海
多地，看到了一座生态环境更优美、公共服务更温
暖、发展活力更充沛的“人民城市”。

“一个公园，就像一面镜子”

“这个公园修得太好了！我们经常带小孙子
来玩。”在徐汇区华泾镇的西岸自然艺术公园，
记者见到 65 岁的退休职工刘阿姨和她老伴儿一
起，在绿地上陪着孙子开心地荡秋千。

采访当日，阳光和煦，公园的草地上，满是
奔跑玩耍的孩子。

“西岸自然艺术公园建设之初，就特别关注
儿童友好建设与示范，将自然体验、研学教育、
儿童娱乐和亲子互动融为一体。”上海市公共绿
地建设事务中心设计师贺文雨介绍，公园核心区
3 公顷绿地周围，有寓教于乐的生物多样性科普
体验馆“树篱学堂”，孩子们可以在此参加丰富
多彩的科普教育活动；有以“蚕宝宝”形象为灵
感设计的儿童乐园，供孩子们攀爬、娱乐；还有
外观独特的“竹节虫”秋千、“刺蛾茧”探险洞
等设施，激发孩子们的探索精神和想象力，让他
们在游戏中认识自然。

自今年清明节开园以来，西岸自然艺术公园
迅速成为网红公园，节假日单日游客量最高突破
3 万人次。但几年前，这片绿地还只是一处临近
外环高速公路的环城防护林带，功能远不如现在
这般丰富，也少有市民会专程前来打卡。

2022 年，公园在规划设计阶段，为更符合儿
童玩耍需求，征集了许多来自儿童的意见和想
法。“作为华泾镇最大的绿地公园，这里在改造
之初，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公园好不好玩。对
此，孩子们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华泾镇团委
书记陆慧说。

当时，华泾镇邀请来自 8 所中小学的 40 名学
生，参与了“儿童友好公园建设”议事活动。孩
子们利用暑假时间，通过发放问卷、实地考察、
数据分析等方式，参与公园改建提案。他们提出
的针对游乐设施、园林景观、环保设施等方面的
建议，有许多被巧妙应用于公园实际建设中。

随着改建完成，公园周边的配套服务也愈加
完善。刘阿姨告诉记者，自己家在距离公园 3 公里
外的一个小区。“每天早上八九点钟，带孩子坐两
站公交车，很方便就到了。公园旁边有大商场，吃
的喝的都有卖。中午我们就在这边吃午饭，下午可
以继续玩。一出来就能逛一整天，蛮开心的。”

“公园开放后，直接拉动了附近商场周末客
车流的提升。”龙湖上海华泾天街品牌推广负责

人张国诏介绍，与公园一街之隔的华泾天街商
场，在公园开放初期，周末客车流约同比提升
15%，商场的销售尤其是餐饮品牌营业额大幅提
升。为满足更多游客需求，该商场过去 1 年焕新
超过 50 家知名连锁品牌，并重新规划商场店铺
布局，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我们还将面向公园一侧的外围商铺打开，
加入一整排露营外摆，更好地与公园呼应，方便
游逛完公园的顾客放松休息。另外，有些游客会
到公园遛狗，针对这部分人群，我们打造了宠物
友好类的活动和服务，比如开设宠物友好电梯、
宠物友好店铺、宠物临时寄养仓等。”张国诏说。

在贺文雨看来：“一个公园，就像一面镜子，
映照出社会对环境的态度和价值观，而其演进也
象征着我们与自然关系的不断调整和深化。”西
岸自然艺术公园的功能变化，正体现了上海城市
建设整体思路的升级。

近年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出台 《关
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上海
市公园城市规划建设导则》 等文件，明确以“千
园工程”“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为抓手，提升
生态环境品质和城市空间形态，以“公园+”、

“+公园”探索生态价值的创造性转化。
2021 年 5 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

加快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
提出至 2025 年，上海的公园与城市更加开放融
合，公园城市建设取得突破，“一大环+五小环”
环城生态公园带体系基本建成，“一江一河一带”
公共空间格局初步形成。

截至 2023 年底，上海市已建成开放环上公
园 32 座，累计建成外环绿道约 81.6 公里，建成
外环绿道驿站 11 座。“根据计划，到 2025 年底，
环上公园数量将提升到 50 座，建成约 105 公里外
环绿道、37 座以上绿道驿站，力争打通 70 处以
上绿道断点。”上海市公共绿地建设事务中心主
任张莹萍表示，环上公园功能提升项目建成后，
将形成以生态森林为底、活力设施为点、贯穿绿
道为线的连续的“环上公园群”，打造“自然、
生态、野趣、静谧”的生态环境空间，满足市民
对于“家门口的公园”的向往。

在西岸自然艺术公园，看到有记者采访，
越来越多正在游玩的市民围过来，抢着讲起这
里的好。

“我们家门口的绿地，不仅景色美，政府还
投入许多人力物力，丰富娱乐设施，现在让人流
连忘返！”一名上海本地阿姨大声地告诉记者：

“格城市，阿拉真是越来越欢喜！”（上海方言，
意为“这个城市，我们真是越来越喜欢了！”）

“住在这儿，有了回家的感觉”

“温暖”是上海徐汇市政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职工方伟对上海的描述。因为在这座大城市打拼
的他，现在有了一处温馨、舒适的落脚地——位
于徐汇区老沪闵路 385 号的“新时代城市建设者
管理者之家”南站汇家。

方伟今年 40 岁，老家在安徽宣城。他告诉
记者，自己已经来上海务工十多年了，现在的工
作是负责城市道路的养护维修。去年 11 月，他
和几名工友一起住进了南站汇家 3104 房间。

南站汇家是徐汇区针对来沪务工人员租房

“远、贵、难”等痛点，面向维护城市运行、服
务市民生活等职业的工作人员，包括市政环卫工
人、快递小哥、家政阿姨等，定向供应的租赁住
房和床位。

记者推门走进方伟的房间，看到这是一间整
洁、明亮的 6 人宿舍。床铺、地板都是实木的，
衣柜、洗漱台、卫生间、空调一应俱全。窗外便
是绿树，环境优美。

“我是这里第一批租户，感觉十分满意！”方
伟回忆说，过去自己和工友都住在工地上搭建的
简易宿舍里。“条件跟这儿完全没法比！那时候
几十个人用一个大卫生间和澡堂，冬天夜里去上
厕所，一来一回，脚冻得不行，都睡不着觉。”

而在南站汇家，外来务工人员不仅住得更好
了，还能享受完善的社区服务。生活上，这里每
栋楼都配置有公共厨房、公共洗衣房。为解决

“吃饭难”问题，南站汇家引入社区食堂，提供
菜品丰富、价格亲民的就餐服务。娱乐上，则配
置阅览室、篮球场、会客厅等公共文化空间，丰
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这里还有专门的物业管家，提供资格申请、
合同签订、安全管理等多样化服务，并随时帮助
租户反馈居住意见。

“我们很多人都是骑电动车上下班。刚住进
来时，院子里充电位只有十几个，不够用。后来
我就提了意见，很快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院子里
新加了好多充电位。”方伟说，“过去觉得自己就
像一片浮萍，从工地下班回宿舍，只是收工。但
住在这儿以后，有了回家的感觉。”

现在，方伟下班回来，常会打扫打扫卫生，
维护房间整洁，真像爱惜自己家一样爱惜这间
宿舍。

这么好的居住条件，租金贵不贵？申请流程
难不难？

“目前，多人宿舍一张床位每月租金大约 800
元。通过随申办 APP，外来务工人员可以随时在
线上申请入住。”徐汇惠众公共租赁住房运营有限
公司保租房发展部经理黄海燕告诉记者，南站汇
家项目正式运营 1年来，入住率已达九成以上。

“我们这里共有房源 205 间，其中 150 间单身

公寓，55 间多人宿舍，包含无障碍间、二人间、四人
间、六人间四种户型，共提供床位 254 张。项目围
绕‘家’的概念，从设计、品质、功能等多维度提升
居住品质，目的就是让一线务工人群‘进得来、留
得下、住得安、能成业’。”黄海燕说。

为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关心关爱城市一
线劳动者，2023 年以来，上海市多部门推动“新
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建设。而今，像南
站汇家这样能为外来务工人员解决“一张床”需
求的地方，正不断扩容提质。

据上海市房管局住房保障处副处长姚文江介
绍，去年，上海市试点从既有保租房中遴选首批
25 个项目，筹措床位 1.1 万张，覆盖全市 16 个
区。目前，这些床位已全部向社会供应，月租金
价格主要控制在 500 至 1000 元/床。截至今年 7 月
底，整体出租率达 80% 以上。

2024 年，“新增筹措供应 3 万张以上新时代
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列入上海市政府为
民办实事项目。“我们通过从既有保租房中进行
遴选、转化部分公共服务租赁性配套用房、新建
和提标部分工地红线外临时集中居住点等方式进
行筹建。截至 10 月底，已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
标任务。”姚文江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千方百
计创造条件，积极挖掘各类资源，以更大力度加
快建设一批、改造一批、筹措一批“新时代城市
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努力让城市建设者管理者
更有尊严、更加舒心地在上海居住生活和工作，
让他们更好感受上海这座城市温度”。

“未来怎么变，我们全程有发言权”

上海市着力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
现代化，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
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

一排排红顶白墙的小楼，一大片绿毯般柔软
的草坪，还有集餐饮、理发、商超等服务于一体
的社区商业中心——去年 4 月，改造后的杨浦区
长白新村街道 228 街坊重新亮相，成为上海市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标杆项目，吸引周边大批
居民前来购物、休闲。

街区的 1 号、8 号楼建成为上海工人新村展
示馆。墙上展出的一幅幅黑白老照片，详细展示
了这片街区的峥嵘岁月。

20 世纪 50 年代，为进一步解决工人的住房
问题，上海市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建造两万户工人
住宅，俗称“二万户”。当年的 228 街坊就是首
批“二万户”小区之一。

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二万户”
住宅无法满足新的居住需求，开始逐步进行更新
改造。2016 年，228 街坊被列为上海市城市更新
项目。仅用 106 天，街道就顺利完成了原社区居
民“意愿征询率、协商签约率、搬迁交房率”三
个 100%，228街坊成功实现整体协商搬迁。

搬迁后的 228 街坊，究竟要更新成什么样？
决定权被交到了周边居民手里。

在建设过程中，当地街道组织社区规划师、
高校专家团队、居民代表、物业管理团队、商铺
代表等召开专题座谈会，还发放了 1500 余份调
查问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全力将 228 街坊
打造成老百姓想要的样子。

很多老街坊提出，希望保留 228 街坊的原始
风貌，同时增加社区食堂、记忆展陈、健身培训
等功能。这些意见最终都成为了指导 228 街坊引
入新业态的标准。

如今的 228 街坊“修旧如旧”，成为上海唯
一完整展现“二万户”风貌的街区。社区里开办
的“熊猫饭堂”，物美价廉，每天提供 100 多道
菜品，其中 6 至 15 元的菜品占到了 80%。社区内
开办的健身中心，面向本社区居民提供会员优惠
服务，每天接纳前来健身的居民超过 300人次。

228 街坊动迁居民池阿姨回忆起街区变迁历
程，十分感慨：“眼看着这里大变样，越来越好
了。未来怎么变，我们全程有发言权！”

这话，池阿姨说得有底气。
上海市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探索。

在全市范围内，已建成 36 个人大基层立法联系
点、5700 个人大代表“家站点”、1280 多个政协委
员“站室点”、1100 个人民建议征集点，累计收到群
众建议 35 万件。公园休憩点、健身补给站、公共图
书馆，都可以是人民建议征集点。百姓对城市发展
有哪些建议，可以在线下、线上随时提交。

杨浦区委社工部副部长薛敏介绍，在今年 9
月举办的一次专场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现场，围绕
228 街坊的建设完善，市民又新提出了 11 条建
议。当前，关于增加残障人士坡道入口指引和厕
所位置标识、增加内场歇脚座椅等建议已在整改
落实中；关于片区化城市更新、进一步推进旧住
房更新、增加人才公寓等建议，已纳入杨浦区长
期计划和政策规划。

“我们将不断畅通听民意、察民情、聚民智
的‘直通车’，激发广大市民的主人翁意识，以
民主的方式解决民生的问题、用协商的办法解决
治理的难题。”薛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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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西岸自然艺术公园。 采访对象供图   

市民在西岸自然艺术公园的“蚕蛹乐园”游玩。 本报记者  李  贞摄 

▶ 方 伟
向 记 者 介 绍
自己在南站汇家居
住的宿舍。

本报记者  李  贞摄 社区居民在长白 228 街坊的“熊猫饭堂”排队购餐。 本报记者  李  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