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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桥街道：镌刻四十年“朝夕美好”

这一显著特征，在为社区注入温情与活力的

同时，也给街道出了“考题”：老年人口基数大，意

味着大量的养老、医疗、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需

求集中涌现。 同样庞大的青少年及儿童群体，对

托育服务、优质教育、活动空间、实践平台、安全

环境等提出要求。如何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细分

需求，并将有限的公共资源高效、合理地配置到

最需要的地方？

回望来时路，更能体会这份考卷的份量。 四

十年前，1985 年 6 月 13 日长桥街道办事处成

立。四十年后，这个以“清和桥”为名、起步艰难的

地方，已蝶变为徐汇充满活力的宜居新地标。 对

长桥人而言，长桥原名清和桥，滋养着一方水土，

如今的“清和”则内化为社区独特气质，已化作敬

老爱幼精神品质融入治理肌理，努力构建人人参

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治理共同

体，让清和桥成为紧密联结民心的“连心桥”。

城市更新“以心焕新”

描绘宜居“新画卷”

近年来，街道始终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以党建为引领，在补足环

境短板、创新治理机制上下功夫，积极发动各方

力量参与共建共治共享，以精准赋能实现细“治”

入“微”，打造美好社区。

旧区改造是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和民生工

程。 2023 年，长桥新村片区旧城区改建项目，作

为上海市首个以旧城区改建推进旧住房更新的

试点项目，意义重大。“不同方案下，倘若居民一

知半解，横向比较，就容易产生矛盾。 ”于是，街道

党工委创新推行“支部建在项目上、党旗插在工

地上”的工作模式，全体党员干部带领辖区群众，

以“白加黑”“五加二”的拼搏韧劲全力攻坚，让老

房居民圆了新居梦。长桥新村片区旧城区改建项

目也因此创造了“长桥案例”。

与此同时，街道持续打好“居住品质提升战”

与“街区面貌提升战”。在长桥，城市更新正以“绣

花功夫”缝合老旧社区裂痕：从李家宅、邓家塘征

收奠基，到龙吴路“六纵”路网打通城市经脉；从

上海植物园北区配套升级， 到街区转角见绿、推

窗遇景的细腻笔触。

共治共享“双向奔赴”

谱写治理“协奏曲”

四十年砥砺前行，在这片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土

地上，面对人口持续导入带来的管理压力和老旧小

区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短板，街道不断深化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5个片区、138个微网格，形成“街道 -

居民区 - 微网格 - 楼组（楼栋）”基层治理组织联

动体系和指挥运转机制，串起基层治理“同心圆”。

如今，居民们发现家门口的公示栏多了三个

“码上办”二维码。据长桥街道城运中心相关人士

介绍，这分别是“居民来访来电”“房屋出租登记”

和“实有人口登记”， 为居民开辟了“民情直通

车”。 除了“三个码”，长桥街道还有“三公示”，公

示社区民警和居委干部的姓名、照片、手机等信

息，以及街道、派出所值班电话，做实居民区 + 职

能站所机制，协助居委快速聚焦疑难问题、精准

化解矛盾、拓展流动人口信息渠道，高效解决家

门口的合理合法诉求。

深入推进“三线整治”（电线、网线、电话线）

创建惠民实事项目、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等一系

列民生工程的推进， 离不开居民自治的蓬勃活

力。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居民们用行动诠释

着“社区是我家”的共建共享理念，让长桥的每一

处改变都凝聚着民智与民力。

构筑服务“温情纽带”

共建民生“幸福圈”

罗秀居民区，拥有 3404 位老人，老龄化率达

56.12%，是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社区全

面完善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

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打造“生态罗秀、适老宜居”

的新时代老年友好型新场景。

长桥街道对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探索并

不止步于宏观体系的搭建，其更温暖的关怀还体

现在“物业 + 养老”这一突破传统边界、融合多元

服务的创新实践之中。通过 4 个小区物业 + 居家

养老服务站，提供维修、家政、照料、护理及其他

各具特色的养老服务，让“物业 + 居家养老”服务

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2024年初， 拥有 2000张床位的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投入使用， 极大满足了辖区

居民求医问诊的需求。同时，长桥街道着力构建完

善的“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成 10 个家门口养

老服务站，为老年人提供社区养老“微服务”；125

家沿街商户和企事业单位积极加入“清和敬老联

盟”，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各类优惠服务；推进居家

环境适老化改造、 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等政府实事

项目，全方位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文化润治“清和你我”

和美共融“长桥情”

在持续深化民生服务、提升居民满意度的过

程中，长桥街道始终坚持“把最好资源留给人民，

用优质供给服务人民”的发展理念，着力构建尊

老爱幼、文化繁荣的和谐社区。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积极推进“清

和·敬老爱幼街区”建设，深化“硬件适老、软件为

老、商家敬老、学校助老”的服务模式；另一方面

以“清和育人”品牌为纽带，强化家校社联动，构

建“校际联盟 + 家长课堂 + 多元课程”三位一体

的协同育人机制，推动家庭教育从“单一供给”向

“生态共建”升级。

长桥街道成功获评“上海市优秀学习型社

区”。 街道持续建设书香长桥， 优化公共阅读空

间，长桥街道图书馆也因此荣获市级“儿童友好

城市阅读新空间”和“市级示

范馆”称号；推进社区“宝宝

屋”建设，切实解决幼儿家庭

的托育难题，这些举措共同托

举起社区“朝夕”的美好生活。

（来源：《文汇报》）

晨光中的春申港泛起碎银，77岁的老佟踩着轻快的脚步， 他的晨练路线如今多了一站———上海植物园

北区的鸢尾园。午间，他在长者食堂氤氲的热气里享用午餐；午后，公益市集的剪纸艺人正展开红纸。不远处，

刚放学的孩子们嬉闹着穿过“邻里绿廊”……在长桥街道，这样“银发与童声交响”的场景日日上演。作为徐汇

区人口体量最大的居住型社区，长桥街道常住人口近 12万，其中“一老一小”群体占比高达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