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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经常带着一台照相机、一
支笔，还有一本笔记本，穿梭于大街小巷，捕捉城
市细节，改善着社区的文明程度。他们是上海一
支特别的志愿者团队——“市民巡访团”。今天，
在这支队伍成立十五周年之际，上海市精神文明
建设市民巡访团工作会议正式召开。栉风沐雨十
五载，申城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足
迹，在精神文明创建、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
中开展巡访、调研、宣传和监督。市民巡访团如今
是上海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一块名字响亮的金字招
牌，而每一位巡访团团员就是这块金字招牌上熠
熠生辉的光芒，具有照亮他人的巨大能量，不自
知，而发光。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在今天的巡访团工作会议上，中
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
主任潘敏在讲话中表示，在以往成功
的工作经验基础上，市民巡访团还将
打造升级版的市民巡访工作新模式。

多年来，市民巡访团在“参大事、
做小事、管闲事、夸好事、纠错事、谈
心事”中积累了“十要十不要”、“巡访
三字经”等一系列务实管用的经验办
法，这些值得继续继承和发扬。同
时，也要顺应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精
细化、智能化、法治化发展新趋势，主
动适应信息传播和采集方式、人们接
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既
要能够用文字说话，用照片视频说

话，也要学会用数据说话。既要能够
说好群众语言，也要能够说好‘网言
网语’、‘法言法语’，以互联网思维、
法治思维赢得巡访工作新优势。”

潘敏还指出，要善于积累和运用
各类测评工作、巡访活动的大数据进
行分析研判，形成调研报告，转化工
作成果。善于运用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工具和信息化平台，用好网格化管
理等各类政府处置机制，提出问题，
建言献策，匡正时弊，弘扬正能量。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带头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推动构建自治、共治、
德治、法治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在长年累月的巡访活动中，不少
巡访员“舍小家、为大家”，冒酷暑，顶
寒风，经常起早摸黑，不辞辛劳地参
加巡访活动。在上海10次城市文明
指数测评巡访中，巡访员朝六晚六，
连续六七天巡访在大街小巷，忙碌在
社区农村。

市民巡访员黄建生回忆道，年初
文明小区检查，他们组老中青一行三
人，接受了检查任务最重、距离最远、
跨度最大的文明小区和文明村巡访
检查，“宝山和崇明，两个区合计检查
39个单位。其中还有三个村在长兴
乡，市区到崇明正常情况一个来回要
4到5个小时，再坐到乡里的摆渡船
一个来回要两个小时。”

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青
年报记者的采访中，对于很多巡访团
的团员，大家都会用“值得尊敬”来形
容。“大家十几年如一日，不计个人得

失，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凭着对上海
这座城市的热爱，对精神文明建设的
热情，配合有关部门督促检查困扰城
市文明形象的难点、热点问题，积极
为城市文明建设建言献策，表现出高
度的主人翁意识和奉献精神。”市文
明办相关负责人如此评价。

而在克服辛苦之外，巡访员坚持
在各项测评任务中不循私情，公正公
平。为使巡访活动有据可查，客观真
实地反映问题，必须与时俱进，采取电
脑、相机、摄像机等现代化手段，不少
年老的巡访员更是自加压力，认真学习
电脑、视频制作等技术，有的甚至自掏
腰包购买了照相机、摄像机，拍摄了大
量的视频资料和照片，成为大家口中的

“数码阿姨”、“数码爷叔”。很多巡访员
还被评为上海杰出志愿者等各类优秀
志愿者荣誉，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建筑材料及垃圾随意堆放、黑色
小广告“张牙舞爪”、地面凹凸不平未
做硬化处理、围网破洞掉角严重……
作为市民巡访团成立来的重要项目
之一，上海的各大施工工地留下了各
级市民巡访团明察暗访的辛勤轨迹。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在文明施工
测评工作中，市民巡访员遵循“公正、
公开、公平”的原则，严格依照检查标
准操作，使文明工地测评经得起检
验，赢得了各方认可，在“文明工地”
建设和“明星工地”创建活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成为专业监管与社会监
督相结合的重要载体。借助市民参
与媒体监督，倒逼了建设行政管理部
门和工程参建各方重视加强文明施
工管理，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据
2016年“夏令热线”投诉统计，施工
扰民投诉已经由过去名列前茅到现
在排不上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而文明施工测评只是市民巡访
团承担的众多巡访职责之一。据市
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市民巡访的

内容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从当初单
一的环境卫生监督向精神文明创建、
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各领域拓展深
化，形成了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三
级管理、四级网络的运行机制。”

在市文明办的领导下，市民巡访
团先后开展文明城区、文明小区
（村）、文明单位、文明行业等一系列
巡访检查。如今，市民巡访工作共
有城市文明指数巡访测评、文明城
区、文明行业、文明单位等9个常项
的巡访项目。也有新闻坊市民巡
访、社区文化中心、图书馆、市政道
路等6个不定期的巡访项目。此外，
还参与了几乎所有在上海举办的大
型赛事、国际会议前期准备工作的
巡访，如全运会、世界特奥会、奥运
会、世博游泳锦标赛等。尤其在迎
办世博期间，市民巡访团负责开幕
后六个月场馆管理和文明观博的巡
访，任务非常繁重，而巡访团提供的
问题，促进整改率达到87.1%，其工
作得到各方肯定。

陆家嘴一个消防水龙头与一组
圆石并列排在公交车的快车道边，一
旦被车撞倒就会“水漫金山”；长寿路
一家电影院门前的通道上，一处平地
装着高约一米、用尖角铁器做的围
栏，让来往的车辆行人心生恐惧……
在上海，有这样一位市民，骑着单车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挑刺”，他就
是有“布衣钦差”之称的杨存义。从
上世纪末开始，他就不断向上海有关
部门提出改进城市文明管理的建议，
提了各类整改意见 300 多条，其中
80％被采纳。

这位“布衣钦差”自觉关心城市
管理的举动，也启发了上海市文明办
有关领导对于让市民参与城市管理
的可行性思考。于是，自2002年起，
在上海市市容检查队伍里，出现了杨
存义等24名普通市民，这些来自城
市最基层的市民代表，与政府工作人
员一起巡视检查城市各区各单位的
卫生状况。“市民巡访团”由此而生。

市民巡访是上海精神文明建设

的创新之举，也是上海广大爱心市民
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成立之后，逐渐
演变为一种城市管理新机制，一年年
地得到延续与发展。市民巡访团的
队伍也日益壮大，从最初的27位团
员发展到了市、区、街镇三级队伍共3
万多名团员的规模，不仅覆盖面广，
而且结构多元、代表性强，既有劳动
模范、教师学者、基层社会工作者，也
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
士等。巡访团以推进上海精神文明
建设为已任，以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
为出发点，集巡访员、调研员、监督
员、宣传员、信息员于一身，开展对城
市管理和文明创建的巡访、调研、宣
传、测评、考核等活动，被市民誉为城
市的“啄木鸟”、“报春鸟”、“布谷鸟”。

不仅如此，为适应社会发展，在
市教卫党委文明办的支持下，大学生
市民巡访团成立，成为市民巡访的新
鲜血液和有生力量。随后，网络文明
市民巡访团成立，在网络上构建正能
量场，为网络文明环境贡献力量。

市民巡访团成立十五周年

走街串巷做城市文明的“啄木鸟”

市民“组团”巡访为城市“挑刺”

打造精神文明建设金字招牌

走街串巷明察暗访

助推精神文明创建、城市管理、社会治理

学用“网言网语”、“法言法语”

打造巡访工作升级版

投身巡访无私奉献

成为上海志愿精神“示范者”

在申城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市民巡访团辛勤的足迹。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