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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区委书记杲云调研半淞园路街道社区治理工作

近日， 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 区委书记杲云赴半淞园
路街道调研社区治理工作。 杲云强调，
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把学习教
育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行动，深入
基层大兴调查研究， 通过社区治理迅速
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和
基层面临的突出问题， 让群众切实感受
到作风建设的成效。

徽宁—普育西“一街一路”项目比
邻上海公益新天地， 有丰富的历史人文
资源和公益慈善的文脉传承。 从 2024
年开始，半淞园路街道以“共益向善”为
主题，积极推动“一街一路”建设和社区
营造工作， 打造有特色的党建引领街区
治理样板。 调研中， 杲云步行察看追光
花园、老年认知障碍宣传墙、社区食堂、
众善空间等地，了解“一街一路”建设和
街区治理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

近年来， 瞿溪新村居民区党总支持
续夯实小区治理的组织基础， 优化完善
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
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转的物业治理机
制，整合社区多元主体力量，打造“五彩

新村”，持续推动小区大修、美丽家园、
老旧公房加梯、 机动车及非机动车充电
桩等实事项目落实落地。 杲云先后走访
了小区内的低碳花园、 为老服务中心和
居委会，察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情况，并
与居委干部和社区居民亲切交流， 关切

地询问大家的居住感受， 还有哪些问题
和困难需要解决， 叮嘱街道社区要用好
“瞿溪新村自治调解门诊”等自治项目,
推动其与“三所联动”工作相衔接，助力
小区矛盾的早发现、早调解。

璟湾社区地处中央科创区， 是黄浦

首个新型保租房社区。 近年来， 街道探
索把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与人才服务工作
紧密融合， 不断增强住户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
成业。 杲云听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情况
汇报， 强调要进一步积极引导多元主体
有序参与社区事务，持续构建“主理人
主导”的自治共治模式，推动住户从“服
务受益者”转变为“治理共谋者”。

随后，杲云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街道负责同志工作汇报。杲云强调，半
淞园路街道要结合 “动真碰硬破难
题”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多
格合一工作， 在提升街区治理中创造
“半淞”经验。 要持续通过“四百”大
走访关注街区“一老一小”等弱势群
体，持续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要以高质
量推进“一街一路”项目建设等为抓
手，不断提升街区治理品质。 同时要持
续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队伍建设等
工作，高质量推进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各
项工作。

副区长王槐参加相关活动。
（来源：“上海黄浦”微信公众号）

区人大执法检查组
实地调研黄浦江滨水公共空间半淞园路区段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
记韩顺芳带领区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
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执
法检查组成员，赴黄浦江滨水公共空间
半淞园路区段开展实地调研。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王滨，区人大办公室、研究室，
区建管委、区文化旅游局、区体育局、区
绿化市容局以及区滨江办等相关负责
人参加调研，半淞园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林捷、 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黄磊等陪
同。

执法检查组一行到黄浦江滨水公
共空间半淞园路区段，从外马路近陆家
浜路至苗江路琴键春园，沿途查看市民
驿站、防汛墙、便民储物柜等配套服务
设施，并听取了区建管委、滨江办的相
关工作情况汇报。

随后，执法检查组在半淞园路街道

滨江梦想驿站召开座谈会。部分周边企
事业单位、社区居民代表结合自身工作
和生活实际， 围绕滨水空间功能优化、
公共文化活动开展、历史文化传承宣传
以及滨江商业配套服务完善等，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执法检查组部分成员结合
前阶段的执法检查调研，谈了体会和想
法。

王滨在座谈中对执法检查组成员
和居民提出的问题作了现场回应，表示
将不断提升、优化黄浦滨江公共空间建
设，聚焦全龄需求，把现有资源进一步
规划、建设和提升，打造全龄友好、全活
动友好的滨水空间。

韩顺芳指出，黄浦的“一江一河”
公共空间建设相关管理机制需要进一

步健全， 部分区域功能布局还需在实
践中进一步改进提升。 韩顺芳提出：一
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引领，
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 处理好滨江
公共空间管理和开放、更新和活化、共
享和共治的关系， 增强市民群众获得
感，进一步丰富拓展“还江于民”的黄
浦实践；二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继
续依托人大实践站点平台， 结合代表
带主题联系社区等活动， 常态化听取
企事业单位、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让
民意民智成为滨水空间规划设计、合
理利用的“源头活水”；三要深化多部
门协同联动，共商对策，着力整改，更
主动、更高效地推动黄浦“一江一河”
滨水地区进一步提升空间品质、 优化
服务功能、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共同描
绘宜居宜游的“生动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