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五2 评论 要闻首席编辑/张怡波 一版编辑/李欣泽
本版责编/杨燕

人民城市的人本价值是什么？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系列评论之二

十年前，“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

景曾让人怦然心动。 今天，刷屏的“人民

城市”标示出让人信心满满的圆梦路径。

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令人向往的诗意栖

息地？ 什么样的城市，才是我们引以为

豪的伟大城市？ 是人民城市！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

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个重要理念

为我们深入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根

本遵循。 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强调，要

把握人民城市的人本价值，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本价值， 即以人为本的价值取

向，它既关注人的物质需求，也关注人

的精神需求。强调城市的人本价值，就

是要让城市发展处处围绕人、 时时为

了人。城市建设千头万绪，坚持人民至

上， 把人本价值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

核心取向，就抓住了“纲”和“魂”。如果

说，一个大写的“人”字，串起指导新时

代人民城市建设的文件；耀眼的“五个

人人”，彰显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

硬道理，那么，此前上海紧锣密鼓召开

的一系列重要会议， 则体现排头兵先

行者的行动力。

一场 7000 人的河长制湖长制工作

会议聚焦优化城市发展环境， 创造高品

质生活； 全市信访工作会议强调， “一

枝一叶总关情”， 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

感情来解决群众诉求； 全市旧区改造工

作推进会强调， 坚持人民至上， 切实打

好旧区改造攻坚战，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上海市社区

工作会议要求做好社区治理的 “加 、

减、 乘、 除”， 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

们更加安心、 舒心、 暖心……这一切，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城市发展更有温

度、 市民生活更有品质。

上海是一座有着特殊使命的城市。

在建设新时代人民城市方面率先探索、

走在前列， 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紧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

居乐业”，人民向往什么，城市发展就重

点抓什么———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

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

有众扶。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生动的，是纷繁复杂的现实

利益的动态表达。它或许是户外职工“歇

歇脚、避避雨、喝喝水”的“爱心接力站”

升级改造， 或许是 “出门 500 米就有公

园”的绿色获得感，或许是“工业锈带”变

成“生活秀带”的幸福感，或许是快乐自

由等精神性需要……

作为一座有着 2400 万人口的超大

城市，如何以更优的供给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求，如何用最好的资源服务人民，

如何让发展成果更广泛地惠及人民，这

是一道新时代的考题。解决好人的问题，

既要关注普惠均衡，又要关注多元多样；

既要考虑人与城的关系，又要平衡人与

自然的关系。 人本价值是检验“答题”的

根本标准，它不是抽象高冷的哲学概念，

而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体验。

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

史的“剧作者”。 让人民群众成为城市发

展的积极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

者，激发人民城市建设的内生动力，向着

美好明天努力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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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秀带”呼应百姓期待，
让人在城市也能“诗意地栖居”

杨浦滨江“转身”生活新秀场 打造一条有“心跳”的岸线

“绿之丘”， 曾经的闲置老仓库变身如今的开放式 “空中花
园”，吐故纳新之间，工业遗存“转身”生活新秀场；

“人人屋”，坐落在江畔的党群服务站，为往来市民游客营造
了一方休憩的空间，处处透着温暖；

长坞闻笛、江鸥点点，6月的杨浦滨江宛如一幅绿色、活力、

舒适、人文的江岸画卷，铺陈在人们的眼前。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去

年考察上海时 ，在黄浦江畔道出这一重要理念 ，深刻回答了城市
规划 、建设 、发展中的根本问题 ，为上海深入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提供了根本遵循 。

人民城市，坚持人民至上。 把握人民城市的人本价值，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杨浦滨江在抖落一身老工业锈迹，向人
民群众“生活秀带”进阶的过程中，认真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把更多的公共空间、

绿色空间留给人民，让滨江的每一处角落都值得留恋和向往，让身处
其中的每一个人感受到温暖与呵护，让人在城市也能“诗意地栖居”。

还水于民，有“心跳”的滨江让人心动
轮廓弯弯， 杨浦区坐拥浦西中心

城区最长的滨江岸线。

2017 年 10 月， 位于杨浦大桥以

西至秦皇岛路码头的沿江约 2.8 公里

岸线实现贯通 ； 2019 年 9 月 28 日 ，

杨浦滨江南段大桥以东 2.7 公里公共

空间正式开放， 由此杨浦的南段滨江

5.5 公里全部打通。

535 米的杨树浦水厂段， 曾是杨

浦滨江贯通中最大的断点 。 建成于

1883 年的杨树浦水厂 ， 至今依然承

载着供水任务。 无论是滨江贯通还是

水厂运营， 都切实关系着民生。 为了

这个点位， 设计、 建设等相关各方动

足脑筋， 最终在水厂外部架起一座亲

水栈桥， 既不影响生产， 同时也为人

们近距离欣赏江景和水厂历史建筑提

供了公共通道。

积淀深厚， 杨浦滨江岸线也是一

条有 “心跳” 的岸线。

在这里， 电站辅机厂、 新一棉、 制

皂厂、 杨树浦煤气厂、 杨树浦发电厂等

百年工业遗迹向世人揭开神秘面纱。 工

业桁架、 吊车被原地保留； 碎煤机、 除

铁渣机器等设备被安放在沿江各处， 成

为景观雕塑； 将称煤的煤斗倒置过来，

变身凉亭……活化了的工业遗存褪去斑

斑锈迹， 重新焕发生命。

沿江漫步 ， 感受江风吹拂 ， 亲见

江水奔流……曾经 “近水 ” 而不 “亲

水 ” 的市民游客 ， 如今尽享杨浦滨江

的胜景。

这里不仅是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胜

地， 也是许多社区居民的青春故乡。 如

今， 一早一晚到江边漫步， 早已成为定

海路街道居民沈荷英一家雷打不动的习

惯。 在今年 5 月底举行的杨浦滨江文化

市集上， 她和邻居们更是现场为杨浦滨

江 “带货”： “走出家门， 10 分钟就走

到滨江， 我们天天都要来逛的！”

呼应群众新期待，打造更有温度的公共空间
一抹肥皂香， 仿佛有着穿梭时光的

魔力。 “皂梦空间”展示体验馆———今年

夏天， 杨浦滨江沿线又一新景观将正式

开放， 市民群众也将收获一个全新的公

共艺术空间、贴心的人文休闲场所。

从550米示范段、2.8公里滨江到5.5

公里滨江沿线，伴随着杨浦滨江贯通，沿

线公共空间不断延伸推进，逐渐从以工厂

仓库为主的生产岸线转型为以公园绿地

为主的生活岸线、生态岸线、景观岸线。

城市因人而生，因人而兴。处处围绕

人， 时时为了人， 杨浦滨江沿线不断在

变，用心打磨更有活力、更有温度的公共

空间， 呼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

求、新期待———

滨江景色美不胜收， 可对上了年纪

的市民游客来说， 一路走下来着实有点

“吃力”。 今年5月中旬，杨浦滨江观光游

览车正式投入使用。 建设者精心设计了

“雨水花园———绿之丘”“广德路———皂

梦空间———腾跃路”等三条线路，串起滨

江南段5.5公里最美风景岸线，构建起一

个立体、周到的服务闭环。沿江而建的六

座党群服务站， 为人们提供休憩设施和

公共服务。驻守的党群工作者更像是“身

边的好邻居”，随时都会热心帮上一把。6

月10日， 由杨浦区委和上海体育学院党

委共同打造的创新型社会服务项目———

“社区健康师” 项目也在这里正式启动。

来自上海体育学院的专家教授们将定期

走进服务站，为市民健康生活提供指导。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市

民是城市建设、城市发展的主体”，要把

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

生，贯穿城市建设发展的全部工作之中。

据悉，下一步将成立杨浦滨江治理联合会，

广泛动员区域内各方主体，共商滨江城市

治理的有益方式方法。 同时，线上线下同

步的“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平台”也将率先

在杨浦滨江试点，并逐步推广到全区。

西虹桥“北斗第一园”孵出两倍“姐妹园”

北斗全球组网完成，上海北斗产业迎来发展爆发期，到2025年产值将超百亿元

天上建好， 地上用好———随着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 “全球织网”，一

幅巨大的产业图景已徐徐展开。 在上

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院长郁文贤看

来，“眼下， 能限制北斗创新应用蓬勃

发展的，只有想象力了”。

作为国内技术综合竞争力最强、

产业链最完整、 公共服务支撑平台最

完善的“北斗第一园”，中国北斗产业

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已感受到了即将

迎来的产业爆发期：随着新近 10 家企

业的入驻，基地已接近“满员”。为应对

北斗产业发展的新一轮提速， 一个面

积两倍于西虹桥基地的新北斗产业园

今年将在青浦赵巷开建。

身为西虹桥基地首席科学家，郁

文贤表示， 全球组网星座部署完成，

将为北斗系统赋予更高精度和更强

稳定性，这将为提前布局的上海北斗

产业按下快进键———在催生大批新

场景、新应用，孵化创新企业的同时，

天上北斗也将加速融入大众生活。 根

据规划，到 2025 年，上海将建成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北斗时空智能科创中心

和产业集聚高地， 北斗产业产值将超

百亿元。

从“北斗+”到“+北斗”，

高精度定位催生应用新市场

经过三代布局和发展， 北斗早已不

仅仅是一个导航系统， 而是代表着未来

新时空的基石。 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

院智库首席专家曹冲表示， 高精度定位

是北斗区别于 GPS 等其他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的差异化服务之一。 现在的汽车

导航、手机定位、无人机自动“巡航”等应

用只开发了精准时空需求的 5%， 还有

95%基于精准时空的创新应用没有被激

发出来。

今年新入驻西虹桥基地的上海尚远

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家做物联网天

线的 “老牌 ”企业 ，刚刚度过了 11 岁生

日。搬入园区后，这家企业的面积扩展到

原来的三倍， 这背后是公司对于未来产

值增长几十倍的预估。 尚远通讯创始人

姚清清告诉记者， 有了北斗更高精度的

定位信息，加上 5G 技术的日臻成熟，公

司相关产品几乎可以用在需要物联网的

任何地方，比如水表、电表、路灯、无人驾

驶汽车……在她的勾勒下， 北斗全球组

网将开启万物互联的无限可能。

“从北斗二号到北斗三号，更精准的

时空定位性能使得北斗导航可以和各种

通信产品融合。 ”曹冲说，北斗产业发展

正在从“北斗+”转向“+北斗”，各行各业

利用北斗，最终实现融合发展。

用好北斗短报文创新功
能，积极布局全球搜救体系

和GPS相比， 北斗导航系统从 “出

生”起就自带短报文功能，这一独特技术

创新为其后续应用和市场开拓预留了广

阔空间。 当一条“我很好”的消息通过北

斗卫星传到渔民家中， 简单的三个字对

留守的父母、妻儿有着无可比拟的分量。

在西虹桥基地，为 2000 多艘远洋船

舶装上北斗终端， 成为上海普适导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起点。 “今年，公

司业务增长量预计将达 40%，未来的市

场增量将主要来自国际化。”普适导航公

司副总经理黄华文告诉记者，迄今为止，

他们已为超过四万艘船舶装上了北斗终

端， 这些年积累下的技术和经验还为公

司赢得了国家北斗位置服务中心宁波分

中心的建设项目。

随着中国北斗“全球时代”的开启，

一个基于短报文的全球搜救体系正在研

发中。该系统建成后，人们就算身处无普

通信号覆盖的区域或是通信基站被破坏

时，也能够向北斗卫星发出求救短信。

构建完整上下游产业
链，增幅领跑全国导航产业

“卫星导航是一个产业集聚效应极

为明显的产业。 ”郁文贤说，北斗西虹桥

基地力图打造成全产业链聚集的园区，

既做芯片、天线，又做终端产品，还有上

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提供的数据采

集、检测等共性技术支持，使得它以年均

产值超40%的增幅领跑全国导航产业。

2017年入驻西虹桥基地的新智道枢

（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体验到了“北斗速

度”。 短短三年，公司发展到300多人，产

品覆盖全国12个省市。总经理王明光说，

在数据、软硬件开发过程中，公司都能在

园区找到合作伙伴，企业相互扶持一同成

长，长出了上海北斗产业的“茂密”生态。

八年前，当北斗二号系统建成，向亚

太地区提供服务， 上海就为北斗产业预

留了发展空间，“孵”出北斗西虹桥基地。

园区运营六年来，建筑面积翻了近六倍，

入驻企业数近60家， 注册企业近200家。

即便园区面积逐年扩大， 仍无法满足迅

速增长的北斗创业企业需求。于是，一个

按照西虹桥模式打造的“姐妹园”即将落

户青浦赵巷， 其面积将是西虹桥基地的

两倍，园区定位将更加贴近市场和应用。 北斗西虹桥产业基地概念图。 （上海北斗导航创新研究院供图）

■本报记者 邵珍

■本报记者 沈湫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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