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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直通百姓

■记者 杨晓梅

新江湾城地处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
原是江湾机场旧址，1998年正式开始筹建
街道，2003年正式成立，成为上海市第100
个街道。新江湾城社区行政区划8.67平方
公里，规划人口11.8万人，目前实有人口5
万多人。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新江湾
城正逐步成为一个“国际化、智能化、生态
化”的高品质现代社区。同时，随着社区建
设、功能的进一步完善，还将有6万多人口
逐步导入，共享现代化、高品质的社区。

“宜居宜业宜创”生态化示范社区
2015年，杨浦区被确定为上海科创中

心重要承载区，新江湾城作为杨浦最年轻
的社区，积极融入杨浦发展的快车道。在
杨浦区“十三五”规划中，新江湾城作为杨
浦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西部核心区之一，
以建设“宜居宜业宜创”生态化示范社区为
目标，同时也是和“十二五”提出的“国际
化、智能化、生态化”建设是一脉相承的。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新江湾
城的配套建设。今年提出的“基础设施抓

‘双十’”中有多项涉及到新江湾城，如淞沪
路-三门路下立交（新江湾城通道及空中
连廊）、轨交18号线等。同时，街道围绕区
委、区政府要求，围绕百姓需求，确定了 9
大方面24项重点工作目标，内容涉及基层
改革、社区党建、民生服务、社区管理等方
面，明确了建设党建服务中心、社区学校、
文化中心分中心等5大类15项街道实事项
目，来推动新江湾城的整体发展。

据倪瑾介绍，目前，轨道交通 10 号线
一期在新江湾城有三个站点，二期的国帆
路站正在建设，预计将于2018年下半年投
入运行；新规划的 18 号线财经大学站，在
政立路也设有出口，街道正全力配合轨交
建设方开展前期建设筹备工作。辖区内主
要有168、538、61路三条公交线路，街道去
年还协调巴士公司和区相关部门，对 538
路及 61 路公交车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同
时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还先后开
通了1201，1218，1226，1228，1229路五条社
区巴士线路。

新江湾城也在运用更多智能化方式解
决社区居民交通出行难的问题。如去年开
始引进的慢行交通系统——智能公益自行
车项目。同时，根据上海市关于推广新能
源车的相关要求，街道也在因地制宜地开
展调研和试点，并协调了铁狮门、嘉誉湾商
业广场、社区文化中心及街道办事处等地，
共安装了39个智能充电桩，湾谷科技园目
前正在实施安装65个智能充电桩，下一步

还会继续增加点位，方便百姓出行。
按照区委、区政府的要求，打造科创中

心重要承载区核心是在环境的打造上。新
江湾城也一直在按要求着力营造生态、人
文、智慧和治理环境。在宜业宜创方面，倪
瑾介绍道：“我们加快了政策的梳理，目前共
梳理了12项涉企服务事项和15项创业扶持
政策，并为企业提供了包括创业补贴、人员
招聘、社保服务、培训费补贴等政策；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加快科创企业服务体系建设；
从去年开始，率先探索‘一口受理’窗口管理
服务‘程序、责任、制度、考评’‘四张清单’，
共形成174项程序清单，25项责任清单，42
项制度清单和若干项考评清单。”

绿色、人文、智慧新江湾
据倪瑾介绍，街道一直致力于呈现一

个年轻、时尚的新城形象，概括起来说，亮
点就在于绿色新江湾、人文新江湾、智慧新
江湾。

新江湾城被誉为都市里的生态“绿宝
石”，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原军用机场的封闭
性，使林灌、森林、湿地等串起了接近原生
态的环境，辖区内有着丰富的原生态动植

物资源。为有效保护辖区生态的多样性，
当年开发指挥部专门在淞沪路以东围出一
块面积 150 亩的湿地加以保护，并逐步建
成为如今的生态展示馆。

从开发建设伊始，新江湾城都在尽可
能地保持原生态的自然元素，整个城区绿
化覆盖率达到50%，河道将近1平方公里，
建成政悦路西侧 3 平方公里长的生态走
廊，这在中心城区是绝无仅有的。

近年来，街道先后被命名为“国际生态
型示范社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倪
瑾表示，这是对新江湾城生态化社区建设
的最好注解，也是对社区长期以来致力于
生态化建设的充分肯定。从2015年开始，
街道又启动了创建上海市园林街镇工作，
按照上海市园林街镇建设的要求，使新江
湾城生态化建设更上一层楼。

在人文方面，倪瑾举例说：“去年11月
投入使用的新江湾城图书馆，是一个集
RFID智能项目、电子阅览室、智能化云平
台、网上图书馆于一体的智慧图书馆，目前
藏书量已达21500余册。通过与上海图书
馆合作，利用‘上图电子资源远程管理服务
系统’，为居民办理‘一卡通读者证’，实现
全市范围内通借通还。”

另外，已正式对外招生的新江湾城街
道社区学校，对社区居民来说，又是一个重
磅的“文化福利”。倪瑾介绍道，“我们突破
传统社区学校的运行模式，成立了全区首
家民办非企的学校，同时特别引入社会资
源参与学校的管理和课程设置。使社区学
校能为社区各年龄段的居民提供有针对性
的文化教育服务。”

倪瑾表示，作为新型社区，新江湾城在
“智能化”建设方面的探索也是比较早的。
2011年，新江湾城就被市经信委确定为全
市第一批智慧城区建设试点街道，推出了
宝盒速递、集付通、智慧城管、智慧气象等
一系列项目。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街道越来越
多地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实现与居民全
天候交流，倾听百姓的切身诉求。近年来，
街道结合工作，开通了“平安新江湾”、“文
化新江湾”两大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各类实
用信息受到居民广泛关注；去年，打造了

“观潮新江湾”APP平台，着眼“便民、惠民、
利民”。

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2014年，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

层建设”一号课题落地之后，街道的工作职
能和治理理念发生深刻的转变，工作重心
转移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与公共安全上。

“目前新江湾城正处于城市建设开发
期、人口及企业快速导入期、社会治理发育
期‘三期叠加’的发展阶段。”倪瑾表示，“针
对这个特点，街道怎样对社区治理结构、发
展路径进行探索和实践，对新江湾城未来
的发展是很关键的。”

“街道从顶层设计上确定新江湾城将
来会是一个‘共治之城’。”倪瑾表示，“因
为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要实现从管理到
治理的重大转变，就必须要依靠社会力
量，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全
面地整合党政、企业、学校、部队、社区居
民等各类资源去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公
共服务需求。”

据倪瑾介绍，目前，街道主要是完善和
做实社区委员会中的专业委员会，设立符
合新江湾城特质的社区法治、社区文化、社
区发展和社区公益四个专委会，并在四个
专委会下专设党建联盟、自治联盟、公益联
盟，有效整合辖区各类组织，同时打通与街
道各个科室之间的各类关系，让其既各自
独立又相互融合，真正实现多元主体参与
社区治理的工作格局。

另外，街道也计划加快各类载体的建
设，“一体两翼”的街道党建服务中心将于
今年年底建成运行。“一体”是位于社区中
部“生活广场”内的党建中心，“两翼”是两
个分中心，分别位于湾谷科技园和尚浦领
世商务区。倪瑾说：“我们希望通过党建中
心的平台，既发挥不忘初心教育宣传功能，
又发挥继续前进的凝聚功能。既服务社区
党员，又能在园区和商区服务更多的白领，
让更多的白领充实到新江湾城社区建设和
发展中来。”

同时，街道也在按区委、区政府要求，
加快社区睦邻中心建设。倪瑾表示，“新
江湾城居委会有着硬件载体得天独厚的
优势，街道将遵循一公里生活圈原则，计
划将每个居委会逐步打造成百姓身边的

‘会所’。目前，街道已建成政立二、时代
花园、尚景园三个睦邻中心，江湾国际正在
建设中。我们非常希望睦邻中心在服务的
内容方面能够丰富多彩，切合百姓需求，所
以坚持联动项目化，联动党建项目、自治项
目和文化项目，使街道各科室的工作内容
和资源能真正下沉到居委会，与居委会的
工作形成有效对接。”

宜居宜业宜创的新江湾城社区
新江湾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倪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