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上海有名片，大概会在上面写
下她的“斜杠青年”品质：既是国际经济
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
际航运中心，也是一座人民城市。

上海的魅力已不止于时尚、经济
发达，更在于“上海服务”的气质已经
深入城市的每个角落。近年来，这座城
市不断提升的软实力，正引领着与她
一样自带奋斗光芒的青年人更好、更
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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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 的 时 光 流 逝 ，丝 毫 没 有 减 少 上

海这座“青春之城”的蓬勃朝气。

100 年前的 1921 年，当时的“90 后”“95
后”选择在这里创建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传

播新思想、新道路；100 年后的 2021 年，当

代的“90 后”“95 后”依然对这座城市的建

设、这个国家的发展充满热情。

青春力量，成为上海这座“青春之城”

最耀眼的标签。

在一场有关上海未来 5 年发展规划的

市民开门讨论会上，年轻人参与的比例最

高。讨论会在 632 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空

中花园举行，与上海市发改委主任面对面

讨论的有年仅 11 岁但调研经验丰富的中

学生，有 95 后大学生村官，还有社交媒体

拥有千万粉丝的“UP 主”。

毛子谦今年 11 岁，他通过调研发现，

居住在老公房小区的居民迫切希望有更多

公共活动空间，而“公共空间的错时共享”

或许可以成为解决之道。

“能不能鼓励创意园区将外部公共空

间在下班后开放出来，供周边居民休闲使

用”， 在与上海市发改委负责人对话时，

毛子谦说，这些小微公共空间应当“分时共

享利用”，白天为园区服务，晚上为社区服

务。达到 1+1>2 的目的。

社交媒体的“UP 主”朱明华为年轻一

代“代言”，他认为，UP 主们也是城市的“建

设者”，他建议做好“线上上海”的建设，引

导和转化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力量来共同建

设，展现城市与线上相结合的独特魅力。

这些年轻人的观点，有的确实被上海

市“十四五”规划所吸收。

其实“‘十四五’规划市民大家谈”这个

活动本身就是 95 后大学生村官吴豪提出

的一条“人民建议”。建议被采纳后，直接促

成了这场“官民面对面”。

在距离陆家嘴上海中心大厦近 40 公

里的上海郊区嘉定区，也是一群年轻人，他

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普通市民”的角

度关注城市建设。

来自嘉定区信访办的数据显示，越来

越多的市民就城市发展提出意见、建议，且

建议人呈现年轻化的趋势。2019 年 1 月至

今，该区共收到人民建议 4005 件，其中 45
岁以下青年提出的人民建议 2561 件，占建

议总数的 63.95%。

青年人不仅喜欢提建议，他们还能提

出有建设性的建议。2019 年以来，嘉定区推

荐上报的优秀建议共有 13 件获市领导批

示，向区领导摘报 4 件建议并得到批示。建

议人中，45岁以下的青年占比高达 92.31%。

很多人想象不到，平时酷爱萝莉装扮、

穿着蓬蓬裙好似一个高中生的“二次元女

生”肖悦依会是一个善于提出建设性意见

的“人民建议”人。

她注意到，口罩的两个“耳朵”经常说

断就断，导致有的人无法乘坐地铁、无法进

商场购物。而大多数地铁站台及周边并没

有快速买到口罩的渠道。

这位 95 后女孩建议，在地铁站台设立

口罩自助售卖机。这一建议得到上海市信

访办回复，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落实推动。很

快，上海全市各地铁站台均配置了口罩自

助售卖机。

近年来，嘉定区信访办把建议群体主力

军锁定在“青年人”身上。他们把人民建议征

集工作延伸到嘉定汽车产业园区和各大高

校，企业员工和在校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扫

描二维码对城市发展提出“有效建言”。

上海的基层政府部门，有时候还会主

动找到活跃在网络上的年轻人，主动为他

们解决问题。

博主“大程子”没想到，自己在某视频

网站上发布的“在上海体验无障碍公交车”

的视频，会引起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关注。

她是一名残疾人，平时喜欢在网络上发表

一些日常生活的小视频 Vlog。针对无障碍

公交的体验视频最后，她还给出了残障人

士视角的建议。

今年年初，她见到了上门征询意见的

嘉定区信访办工作人员，对方建议她通过

官方渠道向人民建议征集办提出建议。

“本来这个视频也是想让相关职能部

门听见残障人士的心声，没想到还真有正

规意见传递渠道。”“大程子”后来与相关部

门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交流，对方当场表

态采纳建议。

在这座青春的城市里，一切皆有可能。

百年铅华洗尽 依然激情上海

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

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

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人都能拥有归

属认同。”这五个“人人”是上海在贯彻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过

程中诞生的金句，落到基层，就是一个又

一个在沪年轻人的“获得感”。

2020 年 ， 海 归 博 士 周 小 舟 在 上 海 闵

行的漕河泾科创园拿到了一个 1200 平方

米的工厂空间，那里可以作为他的环保企

业的中试车间。此前，他和两个同学创办

了一家环保企业，专门为钢铁企业高效处

理钢渣。

作为创业团队的核心成员，3 位年轻

的合伙人受益于留学人员上海落户新政，

不仅快速落户上海，还获得上海浦江人才

计划 50 万元的资助，他们用这“第一桶

金”购买设备，快速推进公司发展。

周小舟说，自己看中的是这座城市为

年轻人量身打造的扶持政策，以及国内广

阔的市场前景。这个目前只有 30 多人的

公司有个大梦想，充分利用国内每年废弃

的 1 亿吨钢渣。每 1 吨钢渣，使用公司的

技术，可以产生 0.7 吨粗铁料。

来自上海市人社局的数据显示，2005
年至 2020 年，浦江人才计划共资助 4000
多名海归，资助总额近 9 亿元。从 15 万元

到 50 万元不等的资助金，助力年轻人扬

帆远航。

2020 年，约 2.2 万名海归人才落户上

海。

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上海浦东，对

人 才 的 关 注 已 提 前 到 “ 还 没 毕 业 的 大 学

生”，针对在校大学生，浦东发起了“青

年 种 子 计 划 ”， 为 年 轻 人 提 供 实 习 机 会 。

刚 毕 业 有 创 业 梦 想 的 人 ， 浦 东 有 “ 青 创

营 ”、 有 大 学 生 科 创 基 金 会 提 供 项 目 扶

持；工作了 5-10 年的青年骨干，有“青

年英才营”；工作 10 年以上的高端人才，

则可以通过“走进浦东”结识更多行业垂

直、或条块领域的同龄朋友。

团浦东新区委的相关负责人说，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要求到位于张江高

科技园区的创新型企业实习，“选择浦东

的青年人，很多都有自己的小目标，不单

纯为了就业。”

上海郊区金山，把对青年人的喜爱直

接摆到了明面上。“明确要求湾区内所有

国 资 相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 必 须 配 置 至 少 一

名 35 岁以下高管，副总、总助、班子成

员，都可以。”上海湾区科创中心管委会

主 任 孙 引 良 偏 爱 有 创 新 精 神 的 年 轻 人 ，

他 把 湾 区 科 创 中 心 的 食 堂 打 造 成 了 一 个

书 香 满 屋 的 网 红 食 堂 ， 目 的 就 是 让 年 轻

人能体验“郊区文艺范儿”，愿意踏实留

下来。

同时，他还颇接地气地把九年一贯制

学校、医院、购房补助等纳入“湾区政策

十条”中，想青年所想、急青年所急，目

前这里已经吸引了数百名青年人，“平均

年龄 33 周岁。”

城市更新按下“快进键”

与其他特大型都市一样，上海也有自

己的发展困境。这座城市自开埠以来，就进

行着各式各样的建设，但早期的建设缺乏

科学合理规划，一大波居民在上海的各个

角落建起了自己的私房。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自建房开始变得与城市格格不入。在

上 海 的 老 城 区 ，经 常 见 到“ 一 边 是 高 楼 大

厦，一边是老旧棚户区”的画面。

老百姓想要改善生活，政府也想对城

市进行合理规划和更新。但具体到执行层

面，双方都有困难。

“政府除了会给每户制定改建方案，安

装抽水马桶外，还给设计橱柜。很划算的。”

家住上海市静安区宝昌路 735 弄的年轻人

封俊哲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动员周边的邻居

尽快完成“一平方米卫生间”改建签约。

他所在的这个里弄，属于零星的二级

以下旧里，暂时没有动拆迁的计划，基层政

府启动“一平方米卫生间”的惠民工程，先

帮助老百姓甩掉“手拎马桶”的生活。

“手拎马桶”是上海的一大民生痛点。

在宝昌路旧里弄住了 20 多年的封俊哲对

此深有体会，“从小看着邻居叔叔阿姨从三

楼、四楼的房子里拎马桶下来，再吭哧吭哧

走上 100 多米路，到弄堂口倒粪站倒马桶，

回家还要在下水道边上刷马桶。”他告诉记

者，叔叔阿姨们如今都步入老年，拎不动、

也倒不动马桶了。

静安区正在推进的“一平方米卫生间”

工程，由政府出资，按照户均约 2.5 万到 3
万元的标准，为住在二级以下旧里、仍在倒

马桶的居民免费安装一种电马桶——与抽

水马桶相比，电马桶能将粪便打碎，使之可

以通过狭窄的管道。

对城市进行更新和改造，是整个上海

最大的民生工程。近年来，上海每年为 3 万

余户老城厢居民解决最“急难愁盼”的居住

问题。

上 海 市 杨浦区武川路 222 弄居民小朱

近期入住了在老旧房屋原址上新建的小公

寓——一套约 40平方米的一室户公寓。带独

立厨卫，得房率高。自此，他总算开启了与父

母分开居住的新生活，“可以找女朋友了。”

“独立厨卫”是小朱一家盼了 70 年的

现代化居住设施。此前，他与父母、奶奶一

起居住在仅十几平方米的逼仄空间里，房

屋 破 旧 。最 紧 张 的 时 候 ，一 家 9 口 人 挤 在

26.1 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还要与同样住着

很多人的隔壁邻居一起共用厨房、卫生间。

改 造 工 程 由 政 府 和 居 民 共 同 出 资 完

成 ，里 弄 里 的 居 民 100%签 字 同 意 改 造 方

案。而小朱家所享受到的这种“改造”，只是

上海城市改造中的极小的一部分。

6 月 7 日，上海宣布成立“城市更新基

金”，基金总规模约 800 亿元，是目前全国

落地规模最大的城市更新基金。将定向用

于投资旧区改造和城市更新项目，为城市

改造按下“快进键”。

一座令人向往的“青春之城”

一座城市能不能发展好，发展好了之

后能不能具有持续发展的动能，关键在于

其“能否吸引青年人”。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主办方

上海市政府特辟了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

板块，为青年电影人开辟新的发展渠道，并

增设电影项目创投和创投训练营板块，孵

化优秀青年电影人的作品。上海对青年人

才的渴求和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在基层，处处都有年轻的面孔，一大波

青年人已经参与基层社区治理中。

上海一家版权图像技术公司的老板韩

冰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上海青浦区新虹

桥雅苑的业委会主任，以及一个规模数百

人的全国业委会工作群群主。

这个 80 后业委会主任的号召力，令很

多人称奇——他办一次业委会法律知识培

训会，每人收取 100 元 AA 制茶水费，会有

北京、南京小区的业委会主任拖着行李箱

过来参加；他创办的业委会微信群，每天会

有成百上千条咨询微信；他建立的业委会

答疑 App，每天有数百人登录查询信息。

韩冰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加入业委会队伍，他们的专业有新闻、管

理、金融、物理、化学等，此外还要额外自修

法律。不管是单价超过 10 万元的豪宅，还

是普通住宅小区，管理好社区唯一的办法

就是按法律、按规章办事。

在韩冰自己设计的业委会相关法条查

询 App 上，“小区停车改革方案”被下载了

72 次，“物业更替基本流程”被下载了数百

次。办事有章法的青年业委会委员，越来越

受百姓的欢迎。

“张江男”陈运文几年前跳出了大公司

技术部门的舒适圈，在张江创业。如今，他

正利用自己智能数据处理技术，参与到基

层政府的一网通办系统开发中。他申请过

40 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次参与世界计算

机技术竞赛并获得过冠军。

“上海充满了青春活力。张江管委会的

工作人员也大都是年轻人，创业有什么困

难和需求，他们都会及时回应，没有架子。”

陈运文喜欢上海，打算扎根张江。

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是上海最引以

为傲的一项“软实力”。从“家门口服务站”

到“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上海老百姓找政

府帮忙、开证明、办手续的时间有了最少超

过 50%的缩短。

杨浦区大桥街道社区工作者李阳阳是

一名 90 后，这个年轻人长期奋斗在旧改攻

坚的前沿阵地，他是一名“青年调解员”。工

作两年多，他开展超过 100 次协调会，成功

率超过 98%，被居民称为“金牌调解员”。

“每一笔账要算明白都很难。”李阳阳不

仅要吃透政策，还要为每家每户制定合理方

案，最大限度满足每个人的最低心理预期。

如今，他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带领更

多青年社区工作者投身基层社区治理。

正是一个又一个像李阳阳、韩冰、陈运

文这样的青年人，勾勒出了上海这座“青春

之城”的模样。而上海，也像年轻人“投桃报

李”，用更加靠谱、积极的“人民城市”建设，

为他们照亮个人发展之路。

斜杠青年 上海品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6 月 3 日，上海，夜幕降临，全新开馆亮相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新馆灯光璀璨。广场上国旗迎风飘扬，湖面上倒映着外墙的色彩，处处体现着石库门传统元素，呈现出石库门保护区的“文化肌理”，吸引市民前来拍摄。

视觉中国供图

4 月 17 日傍晚，上海，一场汇集传统国风和现代摩登的市集在北苏州路步行街举行，不少市民游客前来

打卡。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