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志愿者服务基地

上海科技馆志愿者服务基地

仁济医院 “仁爱之家” 志愿者服务基地

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基地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志愿者服务基地

上海辰山植物园志愿者服务基地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志愿者服务基地

西虹桥 （国家会展中心） 志愿者服务基地

上海地铁志愿者服务基地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 （龙华烈士纪念馆） 志愿者服务基地

浦东新区 （18 户）

厉 娜家庭 卢扣章家庭 刘佩玉家庭

米春杰家庭 杨林妹家庭 沈国强家庭

陆剑涛家庭 陈品芳家庭 金燕忠家庭

郑秀红家庭 胡开音家庭 胡秀根家庭

胡晓萍家庭 贺 频家庭 顾志英家庭

唐银海家庭 傅中芳家庭 蔡惠中家庭

徐汇区 （12 户）

吕雅凤家庭 刘连军家庭 李志敏家庭

郑 琛家庭 赵国娟家庭 倪小红家庭

徐亦晔家庭 黄 涛家庭 曹庆明家庭

蒋雪峰家庭 谢 歆家庭 薛 亮家庭

长宁区 （10 户）

王顺妹家庭 方文莉家庭 叶寒英家庭

朱国萍家庭 李为民家庭 宋慧娟家庭

张书嘉家庭 张海婴家庭 陆 诚家庭

祝 玮家庭

普陀区 （11 户）

王国兴家庭 王思山家庭 米兆云家庭

苏 宁家庭 肖 华家庭 张少伯家庭

陈文伟家庭 陈素清家庭 姚小萍家庭

钱月珍家庭 鲍忠良家庭

静安区 （12 户）

朱玉梅家庭 朱兆宝家庭 朱国珍家庭

朱明珠家庭 李家騄家庭 吴才龙家庭

吴桂莲家庭 俞贵珍家庭 顾正水家庭

倪德奎家庭 梁文媛家庭 储榆德家庭

虹口区 （10 户）

马逸群家庭 王凤青家庭 陈卫国家庭

金德卫家庭 胡剑峰家庭 秦艳莉家庭

耿小彦家庭 唐卿之家庭 程 蕾家庭

曾宪仁家庭

杨浦区 （11 户）

王玉芳家庭 王志坚家庭 江 雁家庭

李全胜家庭 余 智家庭 张安娣家庭

杭国英家庭 金玉明家庭 宗祥娟家庭

赵 斌家庭 姚月华家庭

黄浦区 （10 户)

王力行家庭 孙旭东家庭 杨涤平家庭

沈瑞华家庭 张宛青家庭 陈林兴家庭

陈增玲家庭 费刘娟家庭 屠定安家庭

蔡国均家庭

闵行区 （10 户）

丁凤英家庭 叶冬兰家庭 朱其昌家庭

许 敏家庭 张 蕊家庭 张水芳家庭

陆丽丹家庭 尚鸿洁家庭 钱翠雯家庭

徐德景家庭

宝山区 （10 户）

方明德家庭 叶 松家庭 沈政富家庭

卓 佳家庭 周宝康家庭 赵 波家庭

徐豪洁家庭 曹福弟家庭 管荣林家庭

樊培忠家庭

嘉定区 （10 户）

王继华家庭 刘仁英家庭 杨 勇家庭

杨凤明家庭 余占元家庭 沈林英家庭

陈纪文家庭 郁兴章家庭 周琪卿家庭

谢党伟家庭

金山区 （10 户）

杨慧峰家庭 吴爱明家庭 陆均良家庭

金连珍家庭 周顺叶家庭 姜雄心家庭

姚积荫家庭 徐 吉家庭 龚 辉家庭

葛 莹家庭

松江区 （11 户）

王 浩家庭 王留忠家庭 任大宾家庭

齐玉杰家庭 李林林家庭 吴 波家庭

吴宏伟家庭 张永泉家庭 岳伟强家庭

秦志全家庭 顾敏浩家庭

青浦区 （10 户）

丁永芳家庭 尤兴连家庭 孙惠勇家庭

吴玉泉家庭 吴向军家庭 吴瑞明家庭

沈伟康家庭 施 华家庭 徐 萍家庭

唐国初家庭

奉贤区 （10 户）

马彦龙家庭 王志芳家庭 孙晓慧家庭

苏 姝家庭 李天舒家庭 沈正洪家庭

宋雪澄家庭 金伟丰家庭 韩国林家庭

戴启茂家庭

崇明区 （10 户）

王冬梅家庭 何士超家庭 张国泰家庭

张银燕家庭 陈晓博家庭 罗永灵家庭

周清涛家庭 周新民家庭 顾建国家庭

樊杨英家庭

市委宣传部 （2 户）

陈少云家庭 雷佳音家庭

市市级机关工作党委 （3 户）

顾卫成家庭 唐前进家庭 蔡 莉家庭

市科技工作党委 （4 户）

李淑萍家庭 陈小宝家庭 盛雅雯家庭

鲍利群家庭

市教委 （1 户）

陈 云家庭

市公安局 （1 户）

杨海晨家庭

市民政局 （1 户）

吴晓敏家庭

市司法局 （1 户）

陈律伦家庭

市生态环境局 （1 户）

卫小平家庭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1 户）

邹 忠家庭

市卫生健康委 （1 户）

李 晶家庭

市体育局 （1 户）

余晓玲家庭

市绿化市容局 （1 户）

郑 洁家庭

总工会 （1 户）

杨 青家庭

团市委 （1 户）

吴 皓家庭

上海警备区 （1 户）

张旭伟家庭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1 户）

姜延军家庭

海军军医大学 （1 户）

李 伟家庭

空军上海基地 （1 户）

孟智勇家庭

海军上海基地 （1 户）

胡继化家庭

这些可亲可敬可学的好人好事让我们常怀友善之心公益之心

浦东新区 （12 个）

花木街道 浦兴路街道 洋泾街道

塘桥街道 东明路街道 上钢新村街道

南码头路街道 潍坊街道 金杨新村街道

沪东新村街道 周家渡街道 陆家嘴街道

徐汇区 （12 个）

龙华街道 田林街道 湖南路街道

虹梅街道 枫林路街道 徐家汇街道

斜土路街道 天平路街道 漕河泾街道

康健新村街道 凌云路街道 长桥街道

长宁区 （9 个）

天山路街道 新华路街道 程家桥街道

虹桥街道 北新泾街道 仙霞新村街道

新泾镇 周家桥街道 江苏路街道

普陀区 （9 个）

万里街道 石泉路街道 真如镇街道

甘泉路街道 长风新村街道 长征镇

宜川路街道 曹杨新村街道 长寿路街道

静安区 （14 个）

曹家渡街道 芷江西路街道 共和新路街道

石门二路街道 宝山路街道 静安寺街道

临汾路街道 彭浦新村街道 江宁路街道

天目西路街道 彭浦镇 南京西路街道

大宁路街道 北站街道

虹口区 （8 个）

凉城新村街道 曲阳路街道 北外滩街道

广中路街道 嘉兴路街道 欧阳路街道

江湾镇街道 四川北路街道

杨浦区 （11 个）

江浦路街道 大桥街道 殷行街道

五角场街道 延吉新村街道 长白新村街道

四平路街道 长海路街道 控江路街道

定海路街道 新江湾城街道

黄浦区 （10 个）

瑞金二路街道 淮海中路街道 豫园街道

外滩街道 半淞园路街道 南京东路街道

五里桥街道 老西门街道 打浦桥街道

小东门街道

闵行区 （5 个）

新虹街道 古美路街道 浦锦街道

莘庄工业区 江川路街道

宝山区 （3 个）

张庙街道 吴淞街道 友谊路街道

嘉定区 （3 个）

嘉定镇街道 嘉定工业区 新成路街道

金山区 （2 个）

金山工业区 石化街道

松江区 （5 个）

方松街道 中山街道 广富林街道

永丰街道 岳阳街道

青浦区 （3 个）

盈浦街道 夏阳街道 香花桥街道

奉贤区 （3 个）

海湾镇 西渡街道 金海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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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社区
（共 109 个）

浦东新区 （18 个）

泥城镇 康桥镇 航头镇 书院镇

三林镇 曹路镇 老港镇 高桥镇

金桥镇 高东镇 南汇新城镇 北蔡镇

合庆镇 张江镇 川沙新镇 唐镇

高行镇 祝桥镇

徐汇区 （1 个）

华泾镇

普陀区 （1 个）

桃浦镇

闵行区 （9 个）

梅陇镇 吴泾镇 莘庄镇 颛桥镇

华漕镇 虹桥镇 马桥镇 浦江镇

七宝镇

宝山区 （9 个）

月浦镇 庙行镇 罗店镇 顾村镇

大场镇 淞南镇 杨行镇 高境镇

罗泾镇

嘉定区 （5 个）

南翔镇 嘉定新城 （马陆镇） 外冈镇

江桥镇 华亭镇

金山区 （8 个）

朱泾镇 亭林镇 山阳镇 金山卫镇

漕泾镇 张堰镇 枫泾镇 廊下镇

松江区 （10 个）

泖港镇 洞泾镇 新桥镇 石湖荡镇

车墩镇 叶榭镇 泗泾镇 新浜镇

佘山镇 小昆山镇

青浦区 （7 个）

徐泾镇 华新镇 金泽镇 赵巷镇

练塘镇 白鹤镇 重固镇

奉贤区 （6 个）

金汇镇 南桥镇 青村镇 庄行镇

四团镇 柘林镇

崇明区 （16 个）

长兴镇 三星镇 新海镇 庙镇

绿华镇 向化镇 东平镇 竖新镇

陈家镇 堡镇 新村乡 建设镇

中兴镇 港沿镇 新河镇 横沙乡

2018-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镇 （共 90 个）

2018-2019 年度上海市文明家庭 （共 200 户）

单位、 姓名 好人好事名称

上海市浦东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护士刘淑卿 13 分钟改变的人生：路遇车祸重伤者 白衣天使跪地紧急施救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议事厅 小社区大作为 中外居民共同议事

上海师范大学智慧老人公益服务工作室 上师大 95 后师范生组团开办“智慧老人课程” 服务超 8 万名老人

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警支队政委张祖林 三入火场救人 留下“最美逆行”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居民毕原鸿、 毛怡 八旬老夫妇慈善助学 “裸捐”毕生积蓄 700 万元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洙桥村村民顾仲珍 为老服务十余载 自掏腰包毫无怨言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仙桥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管仕忠 扎根崇明岛乡村近 30 年 打造生态岛上的“世外桃源”

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救助甄别科副科长祁巍 千里寻亲,让更多家庭破镜重圆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摄像刘桂强 从拍摄者到救人者：摄像刘桂强勇救坠河车中被困人员

上海警备区长宁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李明东 95 岁军队离休老干部 用一生践行初心使命

上海市杰出志愿者 （共 10 名）

宋云飞 宋云飞慈善工作室

肖 晋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卜佳青 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仓喜卿 杨浦区北茶园居民区园丁助学工作站

陈雨婷 普陀区宜川一村幼儿园

吴 衡 金山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团队

林 浩 上海海上搜救志愿者总队

陶依嘉 南京路步行街学雷锋为民服务队

李大来 嘉定区安亭镇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杨其根 闵行区莘庄镇昱程助残帮扶服务中心

上海市优秀志愿服务品牌项目 （共 10 个）

上海蓝睛灵体育志愿服务中心 “做你的眼睛” 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广播电视台无障碍电影公益解说

上海海上搜救志愿者活动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流动少年宫” 志愿服务项目

长江口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之 “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项目

“捡拾中国” 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一个鸡蛋的暴走

上海市青浦区 “微笑四叶草” 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市宝山区 “葑村小讲堂” 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市 “教育童行·i 在彩虹湾” 病房学校志愿服务项目

上海市优秀志愿者服务基地 （共 10 个）

2019 年度上海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 （共 10 件）

激发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
（上接第一版） 要以先进典型的风采感

染人 ， 把疫情防控中涌现出的先进人

物、 优秀青年、 平民英雄的善行义举、

感人故事充分发掘出来， 讲好身边人的

故事， 让大家感到可亲可敬可学。 要以

志愿服务的风尚激励人 ， 常怀友善之

心、 公益之心， 让善行善举在全社会蔚

然成风。

李强强调， 我们的城市是人民的城

市， 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要培养新

业态、 打造绿生态、 涵养好心态。 要充

分运用精神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 情感

的力量形成善治的力量， 在共建共治共

享中生发更强的人文关怀、 更暖的民生

温度， 让人们的身心得到更好的安顿。

要坚持创建为民， 增加群众的获得感。

群众关心什么、 期盼什么， 精神文明建

设就要抓住什么、 推进什么。 在解决群

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上， 要更加用心用情

用力， 让群众心生暖意、 心情舒畅。 要

坚持创建靠民， 提高群众的参与度， 从

一言一行、 一点一滴做起， 从爱护身边

的一草一木 、 做好房前屋后的小事做

起，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要更好彰显为

民利民惠民导向， 使精神文明创建过程

成为暖民心、 聚民心的过程， 成为精神

文明建设强起来、 实起来的过程。

市领导翁祖亮 、 诸葛宇杰 、 徐泽

洲、 宗明、 方惠萍出席。 会议以电视电

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区设分会场。

线上零售破400亿元 线下消费482亿元
（上接第一版）叮咚买菜上海地区销售额

同比增长 2 倍。 5 月 5 日，天猫平台上的

上海商家成交额同比增长近 2 倍。 “五

一”假期，盒马鲜生日均成交额较 4 月同

期增长超 50%，达达 、爱库存销售额同

比增长均超过 1 倍。 实体商家销售额回

暖也是“肉眼可见”。百联集团副总裁浦静

波透露，5 月 1 日至 10 日，百联销售额同

比增长超过 8%，客流达 1926 万人次；新

世界城环比增长 2.1倍；10家重点黄金珠

宝企业销售额环比增长 1.7 倍。 “五五购

物节”启动以来，恒隆广场、环球港、万象

城、百联青浦奥特莱斯、奕欧来购物村等

销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 20%。 此外，参与

进口商品节的品牌 1.13 万多个，虹桥品

汇销售环比增长超过 2 倍， 绿地全球商

品贸易港销售额超过 1100 万元。

“五五购物节”期间，重点行业加快

复苏。 在汽车消费领域，12 家重点汽车

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6.8%， 上汽集团

本市订单同比增长 30.7%， 永达集团销

售额环比增长 1.1 倍。 在餐饮消费方面，

来自美团点评的大数据显示， 全市餐饮

消费已达到去年同期的 82%，到店餐饮

交易额比购物节前上涨 45%。

数字经济赋能线下，网上
直播引领消费

华源介绍，“五五购物节” 在提振消

费信心的同时， 也涌现了一批消费新业

态、新模式。

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实体商业。据

悉 ，电商平台纷纷推出 “平台+商场 ”联

合补贴模式， 拼多多联合新世界城发放

消费抵扣券，首发当日吸引客流超过 10

万人次。苏宁全渠道发力，“五一”假期上

海地区销售额环比增长超过 7 倍。

直播的新模式也引领着消费时尚。

“五五购物节”启动当天，东方卫视进行

了近 4 小时的全球大直播， 参与直播的

企业和平台预售额达 89 亿元，观众达 2

亿人次。一些区的书记、区长变身带货主

播，直播逛商圈、探店，推销非遗美食、特

色农产品。各区文化旅游局局长直播“带

你游上海”，吸引 200 多万人次参与。

各区广泛动员、 积极参与购物节。

“五一”假期，浦东、黄浦、虹口、杨浦、青

浦等区重点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两位数

以上，普陀、徐汇、奉贤 3 个区分别同比

增长 42.3%、33.7%和 26%。

北外滩即将展开新画卷， 一个都市发展新标杆呼之欲出
（上接第一版）

赓续历史文脉，展开新时
代虹口版“清明上河图”

从白玉兰广场顶楼停机坪俯瞰，一

片被绿网覆盖的区域颇为显眼。 虹口区

规划资源局局长程军介绍，这处 91 号街

坊将平地起高楼， 建成 480 米高的未来

浦西第一高楼。现在，这片区域正在进行

商务洽谈，即将土地出让。 同时，围绕这

个新地标和 320 米的白玉兰广场， 在这

块 0.8 平方公里的北外滩核心区域中 ，

还将打造两组标志性建筑群———高度分

别在 300—380 米 、180—250 米两个层

次， 包括今年底将要开门迎客的 263 米

来福士双子楼， 正在建设中的 180 米的

上实中心项目等。他透露，在北外滩核心

区中，有 6 幅已经建成和在建地块；另有

14 幅地块，其中 8 幅是净地，4 幅处于旧

改收尾，2 幅今明两年启动旧改。

对于高楼“新伙伴”的加入，白玉兰

广场开发商 、 来自印尼的金光集团

（APP）地产事业部 CEO 周群很是期待：

“今后，越来越多的高端商务楼将在白玉

兰‘身边’聚集，我们将持续看好中国经

济、看好上海发展。 ”

“北外滩是中国一批仁人志士睁眼

看世界的启航之地， 也是罗素、 爱因斯

坦、 卓别林等外国大家迈出了解中国第

一步的所在地。 ” 虹口区委书记吴信宝

说，1843 年上海开埠， 自 1845 年开始，

北外滩陆续出现了 20 余座码头和数十

个仓库， 成为上海最重要的水路港口。

2016 年他刚来虹口工作时，特意买了一

本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来读，“这部小

说开篇， 就描绘了北外滩江河交汇处的

景象，这里曾引领过一个时代的风尚”。

吴信宝介绍，在“相当于陆家嘴加上

世纪大道两侧所有建筑体量”的北外滩，

未来将汇聚起 200 余栋高端商务楼宇、

近百家企业总部 ，“首店经济 ”“夜间经

济”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新时代虹口版的

“清明上河图”。

虹口区副区长郑宏介绍， 目前北外

滩已集聚金融企业 1500 余家，资产管理

规模超过 5 万亿元， 其中公募基金总数

达 16 家，超过全国公募基金总数的九分

之一；已集聚中远海运、上港集团、中国

船东协会、歌诗达邮轮等航运企业 4700

余家；已率先布局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5G 基站覆盖密度全市第一。

以人为本建起智慧楼宇，

打造“世界顶级中央活动区”

在推介会上，吴信宝“剧透”了未来

人们在北外滩工作生活场景： 这里将建

成最高效集约的交通体系 ，4 条轨交线

路、10 个站点让出行变得更舒适便捷 。

你从下地铁到坐上工位， 或是从车库到

走进办公室，都只需要 5 至 10 分钟。 打

开门禁时，系统便会自动识别你的身份，

联动你要去的楼层；在会议开始前，可以

通过 App 智能调整会议室情景模式，打

开投影仪、空调和新风系统。 通过 5G 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北外滩将成为 24 小时

城区，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这里召开视

频会议， 与全球各地的商业伙伴进行沟

通，实现“零时差”办公。

这里的办公楼是以人为本建起的智

慧楼宇，通过 5G、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赋能，实现万物互联、智能管理———每一

栋楼宇都是通达的，地上、地面、地下全

方位互联， 人们可以方便地穿梭在不同

楼宇中开会、办公；每一栋楼宇都是“绿

色”的，单位面积能耗将达到全球最低；

每一栋楼宇都会“呼吸”，无论室外雾霾

多么浓重，室内 PM2.5都在 30 以下。午休

时间，人们可以在空中连廊享受午餐、去

屋顶花园“小憩”，甚至办理银行业务，而

且下雨天也不用打伞。下班后，人们还可

以去白玉兰广场逛街， 去百老汇中心看

戏。在北外滩中部核心区内，将设置占地

11 个街坊、约 50 公顷的慢行优先区，并

在唐山路两侧， 设置占地 6 个街坊、约

22 公顷的无车区，让人们可以漫步在摩

天大楼和历史街区之间，享受“世界顶级

中央活动区”的活力和乐趣，实现“城市

让工作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记者了解到，根据规划，北外滩将形

成“一心两片、新旧融合”总体格局———

“一心”， 即 0.8 平方公里的中部核心商

务区，为高强度、高密度开发地区，建筑

体量将达 350 万平方米；“两片”，即西部

虹口港活力片区和东部提篮桥片区，为

低层高密度空间格局； 全域构建新旧融

合、以人为本的公共空间网络。北外滩地

区将继续保持“窄马路、小街坊，适宜人

居”的区域形态，突出宜居品质。将来，这

里既有高端的低密度别墅， 也有高品质

的商品住宅； 既有改造后独具韵味的石

库门住宅，也有可以“拎包入住”的白领

公寓，满足不同人群的居住需求。

虹口区副区长、 北外滩开发办主任

周嵘表示，一块宝地的打造往往需要 10

到 20 年的时间磨一剑， 过去的十几年

中，北外滩地区一直在厚积薄发。北外滩

是居住大区， 近年来虹口大力推动旧改

工作，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也为 0.8 平

方公里核心区域的开发打下了基础。“经

过之前的蓄势蓄力、厚积储备，今年北外

滩将驶入全面开发建设的 ‘快车道’，接

下去的每一年，她都会不断长高、变美”。

还有这些品牌消费等着你
■相关链接

5 月 15 日， 上海第二食品商店
100 周年庆，推出老字号“国潮市集”。

5 月 15 日， 乐高中国元素全球
新品首发。

5 月 20 日， 绿地珠宝联合婚庆
品牌打造线下主题日。

5 月 22 日到 6 月 18 日，豫园举
办 “国潮老字号 ”游园会 ，开设花车集
市和快闪店，举办“重回屋里厢———时
光里的上海人家”亲子活动。

5 月中下旬， 上海自贸试验区红
酒交易中心将打造 “意大利葡萄酒狂
欢周”“法国葡萄酒狂欢周”活动。

6 月初 ，得物将举办以 “潮这里
来 ” 为主题的潮牌新品集中首发 ；抖
音将启动 “潮玩魔都首店 ”主题活动 ，

由直播平台带领消费者 “云逛 ”魔都
首店。

6 月中旬， 光明集团将举办进口
高蛋白产品品鉴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