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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下的居民自治 70年
看“申城第一居委会”如何光彩依旧
□记者 李洁

上海解放 7 个月后的 1949 年 12 月，在第五办
事处主任、共产党员王怡白等人的推动下，成立了申
城第一居委———与共和国同龄的上海市黄浦区宝兴
里居民福利会。这是上海第一个居民里弄组织，也是
全国第一批居民自治组织。

宝兴里，位于金陵东路、福建南路、浙江南路、宁
海东路围合之间。 是上海开埠之初最早建造的石库
门弄堂房子之一。沿着蜿蜒的弄堂小道往深处走，宝
兴里居民福利委员会旧址铭牌赫然呈现。

解放初期，百废待兴，这里治安混乱，环境也差。
当时各种市政管理机构尚未建立， 许多居民的问题
得不到及时解决，管理只能“自给自足”。彼时，宝兴
里每幢房子推选一名居民代表， 选出了 17 位居民
作为“福利委员会”委员，下设治安、卫生、文教组。
居民自治的雏形，也就此产生。

福利委员会成立后，里弄面貌焕然一新。 干部、
民警、居民一起打扫卫生、疏通阴沟、维修旧房，承担
了生产自救、卫生防疫、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
纷等工作。 此外，福利会还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调动群众积极性， 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在福利委员会助推下，宝兴里率先融入新社
会，建设新社区。1950年 2月 27日，上海《文汇报》
发表了《从宝兴里看里弄组织》的长篇报道，不久，
市政府总结宝兴里居民委员会的经验向全市推广。
就这样， 新中国的第一批城市居民委员会也在上海
诞生了。 1951年 4月，福利会正式改名为居民委员
会，因此，宝兴居民委员会也被誉为“申城第一居委
会”。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 物质生活逐步丰富起
来，社区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强调在党建引领下，结
合各自实际开创特色工作。 很多居委开始 “打品
牌”，宝兴里也不例外，通过“零火灾”这一金字招
牌，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无火灾的优良传统。

2018年 1月 5日，上海市民政局将上海首张居
委会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颁发给了宝兴
居民委员会。有了这张证，居委会可依法开展履行职
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居委
会的工作大不一样，办理社区事项的自由度更高了，
空间也更大了，当然责任也更重了。

在大调研过程中，社区居民们集中反映小区安
全、晾衣难、出行难等问题。 引起了街道的高度重
视，将宝兴里作为街道“微更新”项目的四个试点

居民区之一， 开始了多方位改造升级。 为了确保
“微更新”项目有序开展，居委还请回了之前在居
委工作的“老法师”们，一起为宝兴里的改造升级
献智献力。

通过“微更新”，小区改造成为了封闭式，十扇
出入口大门全面完成电子门禁改造；晚间 11点至次
日凌晨 5点， 居民从设有治安岗亭的宁海东路 129
弄弄口大门进出，大大减少了安全隐患。 去年夏季，
金陵东路 300弄更是将老式路灯全部替换为节能灯
带。 居民们都说晚上看路更清楚， 回家心里更踏实
了。 除此之外，为了解决居民们晾衣难、出行难的问
题，小区内的晾衣架重新调整，布局更合理、架子更
新颖；30个充电桩则为使用电瓶车代步的居民提供
了方便，同时减少了居民在家充电可能引发的隐患。

除了硬件条件的改善， 宝兴居民区更加突出居
民自治，擦亮品牌，引入宝兴消防监督队等自治团队
参与社区治理，通过与居民志愿者肩并肩共奋斗，为
文明小区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细数宝兴里的变化，居民们说手指都掐不过来。
作为全市第一批市级文明小区，如今的宝兴里环境更
整洁、邻里更和睦、生活也更方便了。基层群众自治的
活力也在摸索实践中突飞猛进。弄堂里的重大项目都
由居民百姓参与、决定。 弄堂里的群文活动也红红火
火，43个居民小组里，涌现了拳操队、扇子舞队、象棋
队等 9支文体小组，居民们的生活有滋有味。

“看到宝兴里居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安心、
舒心，我和党总支、居委工作的人们都特别开心。 ”
现任党总支书记徐丽华说道。

如果说， 宝兴里是上海居民区自治基因的萌生
阶段， 那么这颗执着而坚强的种子在此后 70 年得
到了岁月最好的滋养和灌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宝兴居委 70 岁的生日，为了向 70 年来
为宝兴居委会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历届居委干部、积
极分子和志愿者致敬， 外滩街道组织宝兴居委开展
系列成果展示，从历史沿革墙、陈列展馆、到口述实
录、历史纪录片等全方位的梳理和总结了宝兴“申
城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历史脉络和精神内涵。

在刚刚打造好的宝兴居委展示馆内， 记者看到
了 1950 年宝兴里居委临时办公场所，环顾四周，身
临其境，犹如穿越到那个满怀热情、从零开始、艰苦
创业的居委初创时期。 人们常说：“人生七十古来
稀”，而 70岁的宝兴居委却正当年。 他们一直在争
创“历史第一”与“现实第一”的融合，在基层自治
工作中，不断创新，走在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