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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7 日，由司法部副部长、全国普法
办副主任刘炤任组长的全国“七五”普法总
结验收组在来沪开展“七五”普法规划检查

验收工作期间，考察了南京东路街道基层法
治建设情况。区委书记杲云，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余海虹，市司法局副局长宋烈陪同调
研。

在顺天村居民区， 刘炤一行实地考察了
南京东路街道在基层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工
作成效， 并详细了解了顺天村居民区全力创
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的具体情况。

检查组一行沿着“曲径通幽”进入江阴
街区共享空间， 南京东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顾
定鋆详细介绍了街道坚持法治先行， 凝聚社
区共治合力， 实施社区微更新取得的具体成
效。 （司法所）

� � � � 11 月 20 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刘学新赴南京东路街道调研基层纪
检监察工作。 区委书记杲云，区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白爱军陪同。 街道党工委书记顾定鋆
介绍了街道纪工委监察办相关情况。

刘学新亲切慰问了基层纪检干部，询问
业务培训和工作生活情况， 了解了 2020 年
街道问题线索及案件处置情况。

刘学新充分肯定了街道今年以来实现的
自办案件“去零化”成果。 同时也指出了不
是，这起案件发生在 2018 年，表明在十九大
以后，基层还存在不收敛、不收手、不知止的
现象。这是典型的侵害群众利益案件。对于此
类事件，要早抓早处，这既是对基层整体工作
环境的改善， 也是对个人自身的帮助警醒。
并且要做深做细违纪案件的“下半篇文章”，

将查办案件与警示教育相结合，以案说法、以
案明纪。 刘学新对街道将典型案例拍摄成廉
政文化宣传短视频的做法表示肯定。 同时提
出，要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客观看待受过处分的
党员干部，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对表现突出、
得到上下一致认可的，可以再行启用。 他强调，
对于购买第三方服务、工程项目外包，一定要严
格要求，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纪工委）

市纪委书记刘学新
调研南京东路街道

司法部副部长、全国普法办
副主任刘炤到街道调研

南京东路街道“从‘微更新’到‘微治理’”案例

喜获“首届上海城市治理最佳实践案例”优秀奖
在 10 月 31 日 -11 月 1 日 举 办 的

“2020全球城市论坛暨世界城市日上海主场
活动”中，南京东路街道提供的“从‘微更
新’到‘微治理’—打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
享的城市精细化治理模式”案例，喜获“首届
上海城市治理最佳实践案例”优秀案例奖。

首届“上海城市治理最佳实践案例”评
选活动是在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
进领导小组、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指导
下， 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和人民网上海频道联
合主办。

2017 年以来， 南京东路街道结合城区
精细化管理和 “美丽街区 - 美丽家园”建
设，重点对“江阴路 - 顺天村”等老旧社区
进行可持续更新，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民主
集民心聚民智，协商调和不同居民群体间复
杂的利益诉求，使社区更新赢得群众的认同

与支持，逐步实现社区更新由政府引导向多
方聚力、由硬件改造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的转
变。

街道坚持需求导向，广泛开展需求调研、
社区讨论和方案公示，针对老年人多的特点，
强化适老性改造，不仅进行厨卫改造、线路梳
理，还通过增设各类无障碍设施、楼梯扶手以
及家具器物棱角包圆等举措，营造更安全、舒

适的居住环境。
街道努力让社区的每一个节点都有更多

的情感联结，组织居民共同参与艺术创作、主
题导览、城市行走和摄影写真。 在江阴路重庆
北路口有一段花式门头，请来老邻居、翻出旧
照片， 自发组织探寻这排女儿墙“当年的模
样”，被居民们戏称为“4A景区”。

街道坚持将社区治理纳入 “一网统管”

工作范畴。 居民组织自发制定公共服务设施
《文明使用公约》，轮流打扫卫生、维护设备；
支持和引导“商居睦邻汇”、“爱心花匠护绿
小组”等一系列社会组织，参与常态化社会治
理；公安派出所、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等行政
管理力量依托网格街区， 与基层自治共治有
效衔接、形成合力。

如今，漫步在“江阴路 - 顺天村”街区，
不仅能享受到空间改造更新所带来的感官享
受， 更能体会到居民自治共治与社会公众深
入参与社区治理所带来的活力和温度。

从“微更新”到“微治理”，南京东路
街道将坚持把构建多元主体， 共建共治共
享的城市精细化工作模式纳入 “一网统
管”的社会治理范畴，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和
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和常态管理， 成为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生
动践行。

（管理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