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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学赶超
新虹既要显“洋气”又要接“地气”

上接开放枢纽天线，下接群众需求地
气，在这次“比学赶超”立功竞赛中，新虹确
立了三个方面的标杆：“优化营商环境”对
标浦东陆家嘴管委会，打造国际化的一流
商务区；“高效能治理”对标静安寺街道，完
善城市功能引领高品质生活；“民心工程”
对标临汾路街道，想方设法把实事做到群
众的心坎上。

虹桥商务区有 27 个楼宇地块、352
栋楼宇，3700 余家企业入驻，世界 500
强、总部型、产业型企业集聚，现入驻率约
60%。
怎么才算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我们认

为，是“途经者想驻足、短居者想长留、发
展者想生根”，因此，做好企业服务成为新
虹街道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基础工作上，新虹重点深化“企业

服务通”系统，做到“情况清”“诉求清”
“矛盾清”，回应企业运转、需求及投诉的
举措应出尽出。

今年开年，我们带着一份“大礼包”
走访企业，这份“大礼包”里有一封信、一
张辖区公共服务地图、一本政策汇编，基
本上可以做到让一家初来新虹的企业，在
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区域配套服务设施点
位、服务人员联系信息，以及行政审批类、
政策扶持类、综合服务类三大类办事指
南，向落户的企业传递的是区域邀约和服
务的诚意，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
在能级提升上，党建工作包括网格党

建、总部经济党建、产业链党建，也是创新
企业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点尝

试。通过党建引领，整合职能部门、执法力
量、重要区域单位、驻区单位等力量，探索
党群联动、发展联推、社会联治、服务联
手、人才联育等“五联”工作运行机制。
在聚集合力上，新虹还与南虹桥公司

建立了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有领导层面的
定期例会制度，互通有无，破解难题。散步
在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的冠捷等 5 个楼宇
工作站，分别由街道和南虹桥公司骨干担
任站长和副站长。在日常工作中，无论是
走访、落税或是调解企业矛盾，都是一个
主体负责，加强服务供给和资源整合。

打造一个会思考的社区
智慧化、数字化是大的趋势，在社会

治理方面，新虹要更快地、更充分地拥抱
这个趋势。体系、人和数字化平台，是实施
“一网统管”的三大支撑，今年要让这个
数字化运行平台变得更加“聪明”。
2019年，新虹创新全区首家街道级

城市运行综合管理平台———新虹街道城
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探索一网指挥，实
现由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发展，从城市
精细化管理向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转
变。
新虹街道城市运行综合管理平台，整

合了区应急办、公安、城管、公安、市场监
督、卫监、安监等城市管理一线部门数据，

并将街面、居委、村委（合作社）、楼宇四
类共 47个网格的所有政务信息整合汇集
到该平台上，做到了让数据“跑起来”，让
信息共联共享，有效地提升街道综合信息
的研判能力，以及各类事件、疑难问题的
发现处置能力，真正实现“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
通过城运中心这个平台，集合海量数

据，加以分析，让数据为网格“画像”，从
管理、服务、运行情况等不同维度，建立多
项指标体系，构成网格健康画像；让数据
为管理“赋能”，根据条线部门管理服务
重点，依托区大数据重心，以需求为导向，
从数据池中遴选，建立运算模型，数据碰

撞，使基础数据生产出高级数据，赋能部
门开展工作；让数据为运行“校准”，依托
自治通、企服通、街面通等手机端，实时更
新基础数据，发现城市运行中的“误差”
和“异常”，开展数据治理，在一定的范围
内，进行“校准”和“微调”。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的治理系统是

“活”的，她会“看”到城市运行中出现的
问题，有“校准”“微调”的能力，更具备
进一步提出“建议”的能力。在大数据面
前，她的运算和分析势必更加科学化，而
我们则是基于她的结论和建议，把治理体
系的每一环扣得更紧，同时，让城市运行
的整个环境变得更加高效、友好。

百姓之“痛”，就是民心工程之“用”
解决群众身边问题、谋求群众切身利

益、取得群众更多信任、赢得群众更好口
碑，是民心工程“比学赶超”的出发点和
目的地，今年，新虹确定了 12项具体任
务。
“从无到有”比智慧。坚持换位思考，

切身体会群众的“难”和“痛”，即便很多
问题看起来“无解”，也要想方设法让它
“有答案”。

如虹桥商务区无共享单车问题，街道
通过网格化党建引领，商务区地块出地，
共享单车公司献计，三方合作，群策群力，
解决“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难题，让单车
有序重回商务区。
如公共体育设施数量和规模处于区

落后位置问题，街道探索优化四大绿地资
源，通过景观河道岸线、桥梁等，建成连贯

的步行系统；在华翔绿地建设棒球训练比
赛场地，通过一批嵌入式的体育设施规
划，搭建长三角、国际赛事服务平台。
如机构养老“一床难求”问题，街道

积极推进智慧化养老，推出“家庭养老床
位”，为社区老人提供基础服务包、拓展
服务包、适老化改造基础套餐和个性化套
餐等，借助体征监测床垫、智能手环等设
备实现睡眠体征监测、一键式应急呼叫等
功能；对老人家中卫生间、卧室等日常活
动区域进行适老化改造。结合“家庭病
床”，探索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健康管理
的社区覆盖，并实现社区老人优先预约、
优先转诊的就医便利化，让新虹老人在家
也能享受到医养结合的类机构养老服务。
在日常工作中坚持“问题导向”，主

动担当，积极应对。针对老旧小区电梯加

装、集体资产盘整等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的问题，正面回应。街道成立了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各小区
设立加装电梯办公室，瞄准 7个居委、15
个小区的加梯推进任务，始终坚持换位思
考，依托居民自治议事协商等基层自治制
度，积极解决推进难点问题，力争“十四
五”末实现街道所有老旧小区“应装尽
装”。
针对农民长效增收等长期存在的问

题，街道抓住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的政
策红利，加强与区级条线部门的沟通协
商，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核心，以建立
农民长效增收机制和平台为抓手，以集体
土地减量化、“五违四必”整治为契机，以
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制度建设为保障，稳
步推进农民收入有序增长。

“

”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要形成“一核两带”的功能布局。“一核”是虹桥商务区，而新虹街
道就处于虹桥商务区的核心区域，还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要保障区域。所以，“枢纽核心开放原点”是新
虹在这个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和要求。怎样让生活、工作在辖区的各界人士能更好地享受发展带来的福利，提升感
受度和幸福感，是新虹开展各项工作的聚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