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本报今起推出“中国式现代化奋进

者”报道，深入挖掘各战线、各领域可信可学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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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2014年，陈丽红入职上海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浦江两
岸开发协调处，从此，她的职业生涯便
和这“一江一河”密不可分。近十年来，
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耕细作、探索
创新，推动实现黄浦江核心段45公里岸
线、苏州河中心城段42公里岸线全方位
贯通开放，奋力绘就“人民城市”最美画
卷。

“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办法的”

“走！杨浦滨江打卡去！”到“一江
一河”沿岸游玩如今成为市民休闲“新
常态”，曾经的“工业锈带”已蜕变成全
民共享的“生活秀带”。

然而，在“一江一河”贯通之初，这
个涵盖 14 个区、340 平方公里区域和
165公里岸线的工程却处处是“堵点”

“难点”。
“坐在办公室里是想不出办法的。”

陈丽红说。跑现场、进小区，她用最笨
的办法，了解掌握每个“堵点”“断点”的
形成原因、现场情况。烈日下、严寒中，
她和同事们面对一次次的“闭门羹”，不
放弃、不服输，终于敲开了企业大门、走
进了居民家中，听意见、作协商、拿方
案。

中远两湾城小区涉及1.69公里岸
线，是苏州河最后贯通的一段。为了打
通居民心中的“最后一公里”，她把小区
1.69公里的岸线走了无数个来回，居民
们关心的小区安全等问题不仅记在了
本子上，更落在了优化后的改造方案
中。前前后后，经过十几轮修改，在最
后一次座谈会上，贯通方案顺利通过。

民生连民心，民心系全局。把决定
权交给居民，用群众工作法寻求民意

“最大公约数”，这不仅是苏州河岸线的
贯通，更是民心的贯通。

问计于民画好“同心圆”

为了让所有人更好共享“一江一
河”滨水公共空间的美好生活，制定一
部实在管用的“基本法”势在必行。这
是陈丽红在参与贯通工程之初就在思
考的事情，可真正着手落实的时候，她
发现针对这么大范围开放空间的立法，
上海乃至全国无先例可循。

两个月时间，通过组织召开不同群
体的专题座谈会、人民建议征集、来信

来电、媒体讨论等方式，数千条人民建
议纷至沓来。陈丽红发现，在“一江一
河”滨水公共空间能否吸烟、能否遛狗、
能否垂钓、能否跳广场舞等，都是广大
市民特别关心关注的问题。

尊重差异性，陈丽红力求在保护公
共利益与满足不同群体需求间达成精
巧平衡，画好人民满意的“最大同心
圆”。2021年上海市人大公布的《上海
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就充分体现了这
一点。2022年条例正式实施后，将滨水
公共空间内的相关行为进行分类监管，
广受好评。

坚持“开门”立法。这部“基本法”
让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
经验等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理念的实践中被充分吸收运用，真正实
现了“还江还岸于民”的郑重承诺。

用心用情绘就生活“工笔画”

在完成贯通和立法工作后，陈丽红
又开始了新的思考。为将“一江一河”
滨水公共空间更好地打造成宜居、宜
业、宜游、宜乐的城市“新名片”，必须得
下绣花功夫，以精细化措施实现高效治
理和品质提升。

围绕“一江一河”滨水空间打造的
“15分钟城市生活圈”，每年为超过480
万市民提供了高品质休憩活动空间。
但细心的陈丽红却发现，还缺少专门为
儿童打造的游玩空间。于是，她积极推
动“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广泛征求市民
意见建议。

要建设好儿童友好的滨水空间，就
一定要听听孩子们自己的想法，为此，
她专门设计了家长和儿童两个版本的
调查问卷，发现孩子们最希望的是能有
更多的绿地生态空间，可以与大自然和
小动物亲密接触。为此，在她牵头编制
的《“一江一河”儿童友好滨水公共空间
建设指导意见》中，除进一步强调家长
关心的配套设施、交通安全等问题，更
多的是指引加快营造富有趣味的儿童
活动空间和游憩设施。目前，“一江一
河”沿岸已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儿童活
动空间40余处。

滨水公共空间贯通工程仍在延伸，
功能拓展、品质提升的脚步也从未停
歇。陈丽红依旧忙碌着，在“一江一河”
间继续绘就上海城水相融、人水和谐的

“人民城市”最美画卷。

她聚力“一江一河”

打造美好
“生活秀带”

陈丽红在“一江一河”间继续绘就“人民城市”最美画卷。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位于“浦西第一高楼”上海
白玉兰广场20楼的白玉兰党群服务站，
是全市第一个接入社区政务专线，让企
业白领、党员群众“足不出楼”享受楼宇
党群服务的示范站。赵甜甜正是这个
站的站长，以“掌红色航舵，强政治引
领”为目标，把散落在楼宇内的党员及
企业员工组织起来，带领团队将服务站
建设成“一幢楼就是一个党员之家、企
业员工温暖之家”，为入驻在白玉兰广
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成为兼具

“一网通办”功能的“企业综合服务驿
站”，助力北外滩高质量发展。

“楼宇让我们感觉特别暖心”

当记者来到白玉兰党群服务站，正
好碰到当周的“楼宇医务室”接诊时
间。正在接受健康理疗的青年白领袁
小姐告诉记者，“‘楼宇医务室’提供中
西医看诊、血液化验、开方配药、健康理
疗等服务，非常受欢迎，让我们感觉特
别贴心、暖心。”

原来，去年，在赵甜甜的牵头下，白
玉兰“楼委会”派发了1500多份调研问
卷，从中发现，企业白领对于就近就医
的需求颇高，于是，白玉兰党群服务站
携手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卫生中心，
特别开设了这个白玉兰“楼宇医务室”，
让企业白领不用出楼，就可以定期享受
到医疗资源，健康无忧。

记者了解到，早在2020年9月,为了
更好地助推企业发展，吸引高端人才落
户虹口、落户北外滩，赵甜甜在虹口区
人社局相关单位的指导支持下，在白玉
兰广场设立涵盖5大类高级职称和6大
类中级职称的“人才服务受理专窗”。
截至目前，已成功受理162名人才的职
称申报，解答数百名人才关于公共人事
人才政策的咨询。

积极探索思想引领新路径

除了是白玉兰党群服务站站长，赵
甜甜还是白玉兰楼宇联合团支部书记，
在2022年度上海市基层团组织典型选

树专项工作中，荣获团市委通报表扬。
她告诉记者，在白玉兰广场工作的青年
白领有8000多人，为了将服务送到他们
的身边，做到他们的心里，她经常会去
刷一些热门的社交媒体，去了解年轻人
最近的所思所想，从而设计出更多符合
他们喜好的活动，将他们吸引、团结在
党群服务站周围。

就比如最近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的“都市新标杆·旗帜北外滩”City Walk
主题活动，也正是根据年轻人喜欢的方
式设计而成的。作为“都市新标杆·旗
帜北外滩”基层党建工作重点项目，
City Walk主题活动通过“1+4+3”模式
即1个街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4个特
色党群服务站和3个历史地标所在地，
吸引了一众城市漫步爱好者争相打卡
盖章，通过走进不同主题、多元场景和
红色元素铺陈的党群服务阵地，展现虹
口区域发展的生动图景。

针对楼宇青年群体流动性强、思想
多元的特点，赵甜甜带领团队积极探索
思想引领新路径。一是注重党建引
领。坚持党建带团建，依托白玉兰“新
力量”党小组，开展团建联建、“双报到”
和“双结对”活动，密切联系新兴领域青
年群体，打造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红色
学习点。二是加强品牌示范。切实发
挥好“白玉兰讲坛”“首席经济学家论
坛”“社区白领MBA训练营”“社会智库企
业高管研修班”等品牌载体作用，打造

“北外滩前世今生”展览、“初心启航”实
景大思政课等红色教育品牌。三是强
化实践育人。联合上海大学青年师生
组建“青声北外滩”宣讲团，用青言青语
讲述党的创新理论，突出青年化阐释，
让青年思想引领更加入脑入心。

有一分光，就发一分热，赵甜甜带领
团队将楼宇党群服务阵地打造成党员群
众教育管理“思政课堂”、区域高品质营
商服务“综合窗口”、楼宇高效能治理“新
样板”、北外滩地区企业白领“心之所向、
行之所至”的心灵港湾。“下一阶段，白玉
兰党群服务站将进一步聚焦需求、做好
服务，为打造‘上海北外滩 都市新标杆’
贡献更多力量。”赵甜甜表示。

她团结楼宇青年

服务有高度
更要有温度

赵甜甜（中）为楼宇青年服务。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摄

最美
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