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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眼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昨天上午，杨树浦
水厂迎来了一群专家。在百年
文物里修水厂，是什么体验？这
个问题让专家们也感到好奇，也
让这些刚刚参加完2024年世界
城市日边会活动暨城市基础设施
创新发展研讨会的专家们专程前
来一探究竟。而杨树浦水厂的

“变身”正是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焕新的一次创新实践。

老水厂“变身”展现城
市建设创新

近年来，在杨浦滨江带北
侧，拥有140多年历史的杨树浦
水厂正悄然“变身”，由上海市政
总院总承包实施深度处理改造
建设，计划分四个阶段逐步完成
深度处理改造项目。

杨树浦水厂是我国第一座地
表水厂，因独特的建筑风格被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
工业遗产保护单位和上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在文物里修水厂，这
还是破天荒头一回。既要保留老
水厂的“颜值”，又要打磨新水厂
的“硬核”，二者都不简单。

在精雕细琢的同时，设计团
队探索新科技，基于倾斜摄影技
术和BIM技术，进行数字化逆向
建模和仿真模拟，融合原位拆
建、高效综合和见缝插针，将功
能复合紧凑、上下叠合为一体，
打造出文保型、节地化改造的典
型案例。目前，两座老旧的沉淀
池已按计划顺利拆除，崭新的平
流沉淀池正拔地而起，陈旧的砂
滤池正“换颜”炭滤池，百年水厂

正重新焕发旺盛生命力。
据介绍，今年迎来七十周年

华诞的上海市政总院，自诞生之
日起，就与城市给排水设计结
缘。1954年11月25日，在上海
圆明园路133号，国内最早从事
给排水工程设计的中央人民政
府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局上海
给水排水设计院正式挂牌成立
了，它正是市政总院的前身。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全国
众多给排水重点、重大工程的设
计与建设都是由市政总院主导
参与，创造出无数个全国“之
最”。如苏州河从最初人们避之
不及的污臭黑水，到现在成为游
船赏景、赛舟健体、滨水游憩的
休闲好场所。这一苏州河环境
综合整治工程，耗费30年时间，
正是由市政总院主持设计。

如今，一批青年人才在老一

辈专家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中
坚力量，也在践行着“人民城市”
理念。上海市政总院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亮介绍说，70年来，市
政总院人员规模从80年代不足
600人发展到6000人，营收规模
从2003年不足10亿元，到去年
达到135亿元；以工程项目造福
民生，累计完成3万余项各类工
程勘测设计咨询和工程总承包
业务，国际项目遍布 30 多个国
家；创新成果累累，累计获得国
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00余项，
专利达到3000余项。未来，市政
总院还将聚力发展绿色化、数字
化、产业化、国际化，继续为世界
城市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上海“人民城市”实践
成果累累

“上海在我国城市建设的历

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不可替
代的影响力。中国第一座现代
化的水厂就诞生在上海。总书
记‘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首提地
在上海。联合国首部以中国城
市命名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
范例奖上海奖在这里。上海城
市建设的辉煌历程，是我国城市
建设发展的一个缩影。”11月23
日下午在市政总院举办的城市
基础设施创新发展研讨会上，住
建部城市建设司司长胡子健这
样表示。

今年是“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提出 5 周年，也是“世界城市
日”设立10周年。“人民城市”理
念提出五年来，上海始终把人民
城市理念贯彻落实到城市发展
全过程和城市工作各方面，从

“一江一河”到“一老一小”，从成
片旧里到公共空间，种种实践都
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会上
发布的一套新时代上海“人民城
市”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丛书就集
中呈现了近年来上海践行人民
城市理念所取得的成就。

而此次以“生长的城市，更
新的美好”为主题的研讨会，则
更聚焦于未来城市的发展方
向。会上，胡子健透露了这样一
组数据，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城
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
66%，城市道路的建设里程达到
56 万公里，轨道交通里程达到
1.09万公里，全球地铁里程排名
前十的城市，中国占有九个。城
市的供水普及率、城市的燃气普
及率均接近百分之百。地下综
合管廊全国累计建成了5100公
里，规模居世界首位。

巾帼普法乡村行
走进上海青浦

本报讯 全国“巾帼普法乡
村行”暨“驻华女外交官下基层看
普法”活动昨天在上海市青浦区
东厍村举行。全国妇联党组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
薇，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卫
列，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林怡，上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朱忠明出席活动。

黎巴嫩驻华大使贾布尔、巴
哈马驻华大使贝瑟尔等40位外
国驻华使馆女外交官、联合国驻
华机构官员等现场观摩。

朱忠明在致辞时说，法治是
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基石，重视保
护妇女儿童权益是社会文明进
步的重要标志。新时代新征
程，我们将积极践行人民城市
理念，更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更好促进妇女社会参与，大力
营造尊重妇女、关爱儿童的良
好氛围，持续助力广大妇女实
现人生出彩。欢迎各国各地朋
友来上海的田间地头走走看
看、交流互鉴，感受上海城乡融
合发展的美好，分享巾帼普法
和乡村振兴的实招，帮助我们
把超大城市乡村建设得更好，
进一步提升妇女儿童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黄
艳，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那艳
芳，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等参
加活动。现场同步举行了“巾帼
普法乡村行”东西部协作接力仪
式。活动上，通过沪剧、无伴奏
演唱、多媒体讲述等形式，展现
上海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用法治守护美好生
活的生动实践。中外嘉宾还一
同参观集市，体验丰富多彩的群
众性法治文化活动，感受女性人
才投身法治乡村建设、乡村振兴
事业的丰硕成果。

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本报讯 坚守初心、恪尽职
守。多年以来，从日常巡查、解
决居民需求，到联合部门整治扰
民难题，作为“城市管家”，赵巷
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党支部书
记、主任项继萍化解多项治理难
题，助力城市运行。

精细化对待群众诉求，
为居民排忧解难

做好城市管家，切实解决居
民问题。为了给居民排忧解难，
满足居民的各项诉求，项继萍始
终坚持精细化对待群众诉求，认

真对待热线工单。
一次12345市民服务热线收

到来电，有市民反映17号线赵巷
地铁站2号口人行道和停车场之
间的绿化带缺少照明设施，存在
安全隐患。接到投诉后，项继萍
立即带队在夜间前往现场勘察，
发现由于行道树的成长和绿化
带的阻隔，原先路边设置的照明
设施被遮挡，且设备也存在着老
化、照明强度不够等问题。项继
萍立刻牵头召集相关职能部门
并邀请镇有关领导共同召开协
调会议，商讨并落实对该道路照
明设施的加装事宜。

在项继萍的不懈努力下，
原本黑漆漆的小小道上新增了
60 个点位的照明设施，消除了
照明“盲区”的安全隐患。问题
解决后，项继萍还协调了相关
职能部门落实设施的日常维护
工作，持续为市民的出行安全
提供保障。

牵头联动部门，解决城
市管理顽疾

与各类城市管理顽疾打交
道，是项继萍的日常工作。群租、
居改非、噪音扰民、安全隐患……
大大小小几百项和老百姓切身利

益相关的事项，问题层出不穷，
但单个部门单打独斗，通常无法
完全解决。因此每每遇到需要
多部门联合处置的事项时，项继
萍总是主动承担起牵头责任，着
力解决。

赵巷集镇某别墅小区居民
曾投诉反映本小区内有业主经
营“轰趴馆”，噪音扰民问题小区
业主苦不堪言。得知情况后，项
继萍第一时间与小区物业联系，
了解情况。物业表示他们只能
在居民投诉的时候上门劝阻，缺
少管理抓手。

小区物业管不了，城运中心
又没有执法权，项继萍经调查了
解，该别墅内有许多提供给外来
人员消遣的娱乐设施，存在各类
安全隐患。于是，她转变思路，
从存在经营行为角度出发，与公
安、市场所、综合执法队等相关
执法部门联系，对该别墅开设的

“轰趴馆”进行联合执法检查，向
该别墅管理者进行普法教育，给
予警告并督促落实整改。一次
上门整治并不能彻底消除扰民
现象，后续项继萍又通过不间断
突击检查，多次上门进行回访，
加强监督，彻底解决了别墅内

“轰趴”扰民问题。

“一网统管”试点，走出
独特治理之路

2020 年年初，赵巷镇启动
“一网统管”试点工作，作为青浦
区运行“一网统管”首个试点，在
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
如何用有限的力量化解城市治
理难题？在试点工作推进过程
中，困难和问题接踵而至，指挥体
系如何建立、管理区域如何划分、
工作力量如何配置、工作流程如
何设置、办公场所如何选址……
一系列问题不断涌现，项继萍一
面同公安、市场、综合执法队等
部门一起商讨解决办法，一面到
其他区镇取经学习，逐步理清工
作思路，提出建议。

首先推动平台的融合。建
立统一的指挥体系，实现功能性
的融合，并实行7×24小时全年
无休的统一管理和指挥，打通赵
巷镇城运系统和公安110接处
警系统的链路，实现全部51类非
警务类警情协同处置。其次推
动力量的整合。以崧润路派出
所警务责任区划分和居委会管
辖为基础，再以公园东路南北为
界，设定2个责任网格，对应责任
网格建立2个联勤联动工作站，

综合执法队按照联勤联动勤务
模式常态入驻，公安和市场以约
请形式动态入驻。形成部门联
动、力量整合、共建共治的工作
体系。再次推动机制的契合。
以赵巷镇城运中心为管理主体，
城运指挥平台为调度主体，“非
警务类警情分流”“综合治理”

“市场监管”等为主要基层治理
内容，“7×24”小时对辖区发生
的各类事件，按照事发地以及轻
重程度、紧急程度，流转至各网
格先期处置，或流转至主管部门
进行直接处置。建立跟踪研判、
疑难会商、督导考核机制，确保
各类风险隐患“7×24小时”依责
响应，各类案事件能够全量承
接、精准处置、有效跟踪。

“一网统管”试点走出了一
条符合赵巷实际的社会治理之
路。2021 年，该区域 110 警情
同比下降3.3%，12345市民服务
热线投诉量同比下降 11.6%。
同年，“一网统管”运行在赵巷
镇全域推进，也为全区“一网统
管”工作推进提供了赵巷样板。
自试行“一网统管”工作以来，赵
巷镇 110 警情和 12345 市民服
务热线投诉量有效下降并保持
平稳。

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项继萍：数十年坚守，当好“城市管家”

“颜值”不可少“硬核”不能缺
杨树浦水厂“变身”展现“人民城市”创新实践

苏州河变身休闲好场所。 受访者供图

项继萍。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