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家门到心门，代表“敲门”听民声

烟火人家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具体而微小”处闪耀

!"#$%&%'()*+,-./0

2024 年 8 月 7 日 星期三 重点 A3

!

市人大代表胡晓丽表示，

“美丽家园” 建设， 事关每一

位市民， 就该听取民意汇聚民

智。 在她看来， 落实“人民城

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

理念， 通过制度设计落实“全

过程人民民主” 的理念， 上海

理应积极破题全面实践。

“城市更新” 等实施项目

在实际执行中， 更多的形式总

是表现为相关部门以“建设项

目 （方案）” 进行立项。 而

“在美丽家园建设中引导更多

公众参与 （居民自治）” 这样

的软治理内容， 很难与建设项

目同步开展。

因此， 上述形式的真实效

果往往是“告知” “通知”。

由于缺少群众参与， 一些项目

未能把“民众的真实需求” 纳

入其中。 而且， 通过这些惠民

工程来激发居民自治、 社区共

治的目标也很难实现。

胡晓丽希望有关部门能研

讨、 完善此类项目的政策设

计， 考虑将“美丽家园” 建设

项目进行软硬治理同步推进。

居民们如何参与意见表达？ 形

成怎样的综合整治建议？ 居民

参与过程应该成为报送项目的

必须条件。

市房屋管理局表示， 作为

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

旧小区改造既是民生工程又是

民心工程， 对改善市民群众“急

难愁盼” 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 为进一步破解居民反映的小

区治理和物业管理问题， 市房管

局已将“推进住宅小区软硬治理

双提升”纳入 2024 年度住宅小区

综合治理工作范畴。 对存在“硬

件” 和“软件” 两方面问题的老

旧小区， 在改造项目立项前， 由

属地街镇、 居委指导小区业委、

物业先制定物业管理提升“软治

理” 实施方案， 细化具体措施，

共同谋划好“软硬” 结合治理推

进事宜， 搭建居民议事平台， 问

需、 问计、 问效于民， 改造前听

取群众意见、 过程中依靠群众推

动、 完成后接受群众监督。

栀子花、 大丽花、 雏菊，

在共康六村第二居民小区的中

心位置， 有个精致美丽的小花

园， 健身步道环绕四周， 是小

区居民休闲健身之地。 然而一

年前， 小花园还是另一番景

象： 野草丛生、 烟蒂随处可

见、 夜里漆黑一片……

该小区建于 20 世纪 90 年

代初， 曾是个拥挤、 老化、 缺

少活力、 发展滞后的“问题社

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日益

提高。 在此背景下， 社区花园

“微改造” 项目应运而生。

启动项目后， 成兴海和奚

菁心里却没有底。 因为小花园

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改造

经历。 奚菁告诉记者， 之前在

建成健身步道时， 小花园也曾

有过一次变身。 “居委会买来

鲜花种下， 没过多久， 鲜花不

翼而飞， 被顺走不少， 之后连

花坛里的土也被一些居民拿回

去种花了。” 奚菁无奈表示，

小花园很快因缺乏打理而废弃

了， 成为垃圾、 蚊蝇聚集地。

这次， 小花园能否成功变

身成了放在社区干部面前的难

题。 此时， 作为社区干部的成

兴海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桥

梁纽带” 的作用。 他深入社

区， 参与到花园“微改造” 项

目中来。

成兴海与社区居民进行深

入交流， 了解居民对花园改造

的期望和需求。 “小花园周围

要有路灯， 方便上班族晚上在

步道健身； 花园里要有让老年

人休憩的椅子， 冬天可以晒太

阳……” 成兴海一一记下了居

民们的需求。 考虑到小区居民

有近 40%是老年人， 他们不会

做线上问卷， 成兴海便上门询

问。 短短 3 个月， 他走访了

200 多户居民。

居委通过“社区通” “社

区云” 发布了社区园丁招募公

告， 发动社区党员群众积极加

入社区绿化自治与管理队伍。

公告一发布， 受到广大社区党

员群众的积极响应， “园艺达

人” 纷纷现身， 投入到小花园

的改造中。 小区居民范雨林就

是其中之一， 他除了为小花园

精心挑选花种， 深谙园艺的他

还提出了花园造景： “花园里

可以放几块太湖石， 这样景致

更加错落有致。 除了花， 还要

有草， 四季色彩更丰富。” 在

“园艺达人” 的指导下， 小区

居民找来了散落小区四处的太

湖石， 放到小花园中。 经过群

策群力， 绿化带变得绿意盎

然。 社区花园“微改造” 项目

取得显著成效。

小花园“微改造” 焕新

后， 花园管理走向良性循环，

才能留住花园的“美”。 小区

居民共同商讨制定了花园自治

管理公约， 营造爱绿护绿、 共

建共享共治的良好氛围。 人大

代表、 居委干部、 物业、 居民

代表组建了一支志愿者队伍，

每周一在小花园开展清洁家园

活动， 维护绿化、 清理垃圾、

阻止不文明行为等。

小花园“微改造” 后大幅

提升了公共空间的利用率， 美

化了小区自然环境， 成为居民

休闲、 健身、 文化娱乐的场

地。 老人们经常来此健身、 闲

聊； 年轻人在闲暇时到幽静的

步道上散步， 消除工作的疲

劳； 孩子们也喜欢在花园里游

玩奔跑。 成兴海、 奚菁告诉记

者， 小花园“2.0 版本” 正在

进行中， “我们已经收集了

18 个改造意见， 评估后会对

小花园再次升级。” 奚菁说道。

曾经无人问津的犄角旮

旯， 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小区

“热门景点”。 这里不仅是通往

东茭泾的小区“后门”， 更是

居民心中的“美拉德” 花园，

每天都有许多人来这里休闲散

步、 拍照打卡。

共康八村是始建于 1995

年的混合型小区。 随着居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 居民对“美

好出行” 的需求也在不断增

加， 仅长临路出入口双向通行

已无法满足居民需求。

共康八村居民曾向镇人大

代表提出建议， 希望开辟小

门， 使居民有多种线路可以出

行。 这道“门” 怎样开、 开在

哪里？ 一直是萦绕在众人心头

的难题。

面对居民的诉求， 共康八

村居民区党总支、 镇人大代表

结合“四百” 大走访相关工

作， 上门听取居民对增设小门

的需求， 聊小门增设的方位、

通行方式等建议。 同时， 党总

支与镇领导和相关部门进行沟

通， 反映居民诉求， 得到了镇

政府大力支持。 通过实地勘察

调研， 召开三方联席会议就改

造进行讨论， 最终一致决定对

小区 45 号旁西南角的绿化带

进行改造， 衔接东茭泾滨水步

道， 并在征集周边居民的意见

后， 确定通行方式为电子旋转

门 （仅行人通过）， 方便居民

出行。

正式改造启动前， 楼组长

挨家挨户上门发放意见征询

表， 最终同意表决票占 96%，

高票通过征询。

现如今， 在 45 号小门处，

周边绿化带也在悄然改变， 红

砖步道干净宽敞， 两侧的苗木

疏密有致， 俨然成了居民们茶

余饭后的好去处。

事实上， 开门的“好处” 远

不止这些。 除了方便居民出行，

随着东茭泾滨水岸线贯通工程的

落地， 滨水步道沿岸景观相比改

造前的杂乱无章也有了质的飞

越。 沐浴在和煦微风里， 徜徉在

亲水宜人的滨水步道间， 两岸绿

意盎然的美丽景色令人心旷神

怡， 越来越多的居民切身感受到

“幸福工程” 带来的舒心便利。

民之所盼， 行之所向。 共康

八村的社区基层管理者坚持以民

生需求为导向， 多渠道听取居民

群众对“45 号开设小门” 项目

的建议和诉求。 建立居民“需求

清单”， 建立“发现问题—民主

协商—落实方案—健全机制” 的

常态长效社区治理路径， 将居民

“金点子” 转化为推动共建共治

共享的“金钥匙”， 不断满足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有事多商量、 好商量， 花坛建成什么样， 都要

居民一起协商决策， 植物的种类也都是楼栋居民自己

选择的。” 宝山区庙行镇人大代表成兴海和共康六村第

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奚菁提起“微更新” 项目———社

区小花园都不约而同自豪地说。

在新的城市化发展阶段， 城市建设开始由传统的

“大拆大建” 转向现在的小微空间的改造更新， 由之前

的“增量拓展” 转向“存量更新”， 城市“微更新” 应

运而生。 面对利益主体多元、 居民诉求多样的现状，

城市“微更新” 不仅是实事工程更是民心工程。 十二

届市委五次全会要求， 持续用力抓好民心工程， 始终

把群众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要让城市“微更新” 好事办好， 真正走入老百姓

心中， 就要最大限度地体现和践行人民的意志， 这也

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具体而微” 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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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共同建设美丽家园

“微改造”改到居民心坎上

经过群策群力， 绿化带变得绿意盎然。 社区花园 “微改造” 项目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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