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唐闻佳

左图： 王婷 （右二） 团队实地

探访旧改基地。

人物小传
王婷，1985 年出生，中共党员，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客户一处高
级经理。 十余年来，她始终奋斗在申
城旧区改造融资的第一线，先后带领
团队积极推动黄浦、 静安、 杨浦、虹
口、长宁 5 个中心城区近 30 个旧改
项目的融资工作。她积极参与旧改融
资变革创新，用实际行动助力解决老
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史博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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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时刻不能松懈，有一
条至关重要的“健康线”需要广大
市民共同努力、一起筑牢，那就是：

保持社交距离的“一米线”。

昨天，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再
次发出呼吁： 距离不仅产生美，还
能防疫保健康。作为健康防护要点
之一，在公共场合时，请广大市民
务必保持一米以上的社交距离。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社交距
离要保持“一米线”？ 半米行不行？

两米是不是更好？ 对此，健促专家
从专业角度给出解释：新冠、流感
等病毒均可通过近距离飞沫传
播， 人们在说话、 咳嗽或打喷嚏
时，病毒会随飞沫排出到空气中。

有多项研究表明，在重力作用下，

飞沫从人体口鼻排出到落地的水
平距离一般在一米以内，换言之，

通常情况下，“一米” 距离就是安
全的社交距离。 而近距离接触时，

人如果吸入含有病毒的飞沫 ，则
有感染的风险。 也正因此，防疫专
家会反复强调并建议： 在公共场
合， 人与人之间至少要保持一米
以上的距离。

那么，当人们走出家庭、进入
公共空间时， 有哪些场所一定要
保持“一米线”距离呢？ 健促中心
建议， 进入以下场所或从事这些
活动时 ，务必要遵循 “一米线 ”的
安全距离：

———商业场所， 如在商场、超
市、酒店、菜场等，在购物、结账时；

———公共场所， 如在银行、医
院等，在检测核酸、候诊、接种疫苗
排队时；

———人流集散区域 ， 如在地
铁、公交、机场、车站、码头等，在排
队乘车、候车时；

———工作场所，如会议 、办公
座位应相互保持 1 米以上的社交
距离， 或在单位食堂排队就餐时，

也要注意不扎堆、不攀谈。

除了“一米线”，健促中心同时
提醒公众， 要坚持科学佩戴口罩，

正确勤洗双手， 经常开窗通风，避
免人群聚集，使用公筷公勺———这
些都是“一米线”的“好伙伴”，时刻
要记牢，一个不能少。

疫情当前，个人防护片刻不好
松懈，坚持“三件套”“五还要”，才
能共同构筑坚不可摧的健康防疫
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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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共同富裕的路
每一个人都是划桨者、奋斗者

杨逸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特征，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

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 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

集中体现。从建党之初即提出“消灭剥削”，到

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提出 “要巩固工农联

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

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从进行社会主义三大

改造， 到史诗般的改革开放唤醒深藏于人民

心中共同富裕的梦想；从认识到“贫穷不是社

会主义”，到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从邓小平提出“小康”概念，到习近平总

书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的思想内

涵———“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

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

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伟大的创业团队带领中国人民 “朝着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推进史。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中说：“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

的人民园地， 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

天，共同富裕思想如闪电“击中”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人民园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

们的“钱袋子”更鼓了，“家底”更厚了，共同

富裕有了坚实基础。由此，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

性进展” 成为二〇三五年的国家愿景之一，

而“示范区”建设也已经迈开步伐。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然而，共同富裕是

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难题，至今为止，还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现成

的经验可学，没有“教科书”可以参考。在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

把共同富裕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中国的实

践将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全新选择。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坚守“以人民为

中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意

味着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不是少数人的

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

共享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意味

着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既有物质生活之

“富”，还有精神生活之“裕”，是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意味着共同富裕是

“逐步共富”，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是整齐

划一的平均主义，基本国情决定了要坚持循

序渐进；意味着共同富裕是“共建共富”，在

“中国号”这次新的远航中，没有坐享其成的

乘客、事不关己的看客，你，我，他，每一个人

都是划桨者、奋斗者。

时代的考题已经列出，我们的答卷正在

书写。借用一位中国奥运健儿所言：“让人变

强大的，是通往这块金牌的路。”砥砺奋进，

不负韶华，共同富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目标、 这个中华民族不倦追求的生活理想，

必将逐步照进现实。

搭帐篷赏江景，“还江于民”解锁新方式
黄浦江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开放后，上海市民的幸福生活在两岸延伸

来黄浦江东岸打卡 “解锁 ” 了新方
式———在面积约 17 公顷的耀华滨江绿地，

可容纳 200 个帐篷的架空木平台及栈道已
搭建完成， 市民可以置身花草林荫之中，搭
帐篷、看江景、吹江风，尽情感受都市生活难
得的野趣。 目前，这也是整个东岸滨江唯一
一处开放可搭帐篷的绿地。

还江于民、还岸于民、还景于民，黄浦江
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开放后， 上海市民的幸福
生活在两岸延伸。 下一步，上海将精雕细琢、

寸寸用心，按照“十四五”规划蓝图，持续推动
“一江一河”公共空间贯通开放和品质提升。

东临耀江路，南北与后滩公园及前滩友
城公园相接，耀华滨江绿地的总面积接近两
个陆家嘴中心绿地。

这里曾是临时苗圃，2017 年结合东岸滨
江贯通工程、 按照临时绿地标准进行一定提
升。 不过，由于配置功能单一，疏林草坪成大
块分布，行人无法深入，缺少驻足停留、游玩
休憩的场所，市民游客往往是“来去匆匆”。

浦东新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叶
青介绍，耀华滨江绿地景观项目今年实施品
质提升，目的就是充分挖掘绿地生态空间潜
力，开发更多更美的休闲娱乐场所，更好满
足市民游客的实际需求。

经过一百天的紧张施工，耀华滨江绿地
调整绿化景观数万平方米、新增观赏地被和
花卉数万平方米， 盘活原来成块的疏林草
坪，让大家有了更多可以驻足观赏的绿地景
观。 上千米长的木栈道在林间蜿蜒起伏，沿
着木栈道在林间星罗棋布的是木平台，出游
休憩都仿佛沉浸在一片草木芬芳之中。

滨江绿地沿岸，“海洋缤纷”“烂漫时光”

“林下鹿憩”“梦幻树屋” 四大主题彩绘连贯
呼应，一幅幅精心设计的立体彩绘出现在防

汛墙上，与特色江景交相辉映、浑然一体。

“本来沿江这一段全都竖着高度在1米左
右的防汛墙， 灰暗单调的水泥墙面与江边的
绿化、美景实在格格不入。 ”叶青告诉记者，经
过合理规划后， 原先的短板转化为亮点，进
一步提升了东岸滨江的整体景观效果 。

在沿着江边的绿地上搭一顶帐篷，或坐
或躺，惬意地吹吹江风、欣赏江景———很多
市民都有这样的心愿，以往因可能损坏绿化
而很难遂愿。 现在，整个耀华滨江绿地利用
穿行的木栈道补充步行体系， 用木平台拓
展、提供搭帐篷的场地，增强了游赏体验。目
前， 这里新增的架空木平台及栈道面积约

7200 平方米，可容纳 200 顶常规帐篷，周边
配以湿地、地被花海景观，既避免对原有绿
化的破坏，又满足游客穿林越草、搭建帐篷
休憩的需求。

在耀华滨江绿地改造过程中，市民游客
的需求始终被放在首位。新增的木平台做抬
高处理，既不破坏原有绿化，又增加了搭帐
篷空间；平台之间利用植物分隔，相对独立，

保留了休憩的私密性； 部分地面还新增迷
宫、跳房子等游乐彩绘，独具童心童趣。

因地制宜补短板、增亮点、惠民生，上海
“人民城市”建设蹄疾步稳、久久为功。 始终
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滨江贯通工程

在一开始就明确了方向： 贯通有时间节点，

但品质、文化内涵和功能提升是今后永恒的
主题；各区段要有自己的特色，但前提是要
服从整体性； 历史文化风貌要尽力保护，景
观必须服从生态和功能……新理念下，高效
执行中，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正激发着这座
城市的无限活力。

据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介绍，作为一
项重要的民心工程，黄浦江两岸结合区域功
能转型将持续推进公共空间南拓北延，重点
推进宝山滨江、杨浦滨江中北段、徐汇滨江、

浦东滨江南延伸、 闵行滨江等近 20 公里滨
水岸线贯通。

■“上海民心工程回访”系列之七

在面积约 17 公顷的耀华滨江绿地，可容纳 200 个帐篷的架空木平台及栈道已搭建完成。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百年初心奋斗者

王婷：坚守旧改融资一线，让每一分信贷最大惠民
从加入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的第一天

起，85 后金融从业人员王婷就一直奋斗在旧
改融资第一线，她参与推动了近 30 个旧改项
目的启动，数百次跑过基地现场。

今年是上海旧改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目
标是完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70 万
平方米，涉及 3.4 万户。 要完成这项任务，资
金筹措是基础，更是关键。从规划设计到机制
建设，从融资模式到贷后管理，王婷和团队伙
伴们不停奔忙， 希望让每一分信贷资金发挥
出最大效力， 让这造福一方的民心工程释放
出最大的惠民能量。

弄懂弄通才能大胆创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旧改工作涉及
领域非常广，包括土地、规划、征收、财会、税
务、风貌保护、开发建设、金融信贷等，每一个
旧改基地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 融资也绝不
是复制粘贴那么简单。

入行后，王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努力吃
透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政策法规，不断更迭拓宽
知识储备库，力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做好
金融创新服务，“只有弄懂弄通政策、及时跟进
政策变化，充分比较各地模式异同，才能在坚
守合规的大前提下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有一次， 王婷带着团队推进一个中心城
区的旧改项目， 对方是新客户。 在宣介完政
策、模式、流程并给出融资建议意见后，当场
她就针对项目前期工程遇到的困难以及财务
会计问题提出了专业合规、 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 不仅是财务条线， 在座的项目部门领
导、同事也竖起大拇指，为王婷的专业点赞。

吃透、弄通、协调、创新———勤奋的王婷迅
速成长为一名旧改融资老兵，“有的客户刚开
始还不大理解，银行给钱不就可以了么，怎么
还关心那么多。其实，不光融资，开发银行愿意
提供多条线、多维度的交流和服务，换位思考
解决实际问题，助力民生工程高效落地”。

啃下旧改融资“硬骨头”

从“拆改留”到“留改拆”，上海城市更新
正在探索走出一条新路， 整体理念发生的转
变折射出城市管理、发展理念之变。 不过，对
于旧改融资而言， 重点突出历史文化风貌保

护和文化传承肯定会带来成本的大幅增加，

规划开发方案受限， 旧改地块有时甚至会难
以自我平衡，成本收益严重倒挂。 为此，上海
创新提出了“政企合作、市区联手、以区为主”

的运作模式， 并决定由国家开发银行担当新
一轮旧区改造工作的总牵头行职责。 王婷团
队参与的黄浦区乔家路地块正是采用这一新
模式的首个旧改项目。

乔家路地块居民户数多， 资金投入大，

风貌保护要求高。 面对时间紧、 任务重， 传
统融资模式受到政策限制难以为继等诸多难
题， 王婷和团队在参与项目后， 就一直保持
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在政府、 企业、 银行之
间当起桥梁和纽带———经常前脚在项目公司

忙到傍晚五六点钟， 后脚还得赶回行里继续
召开协调会。

“乔家路基地我和团队太熟了，连着跑了
几次现场后， 有的老百姓看到还会打招呼，

‘你们银行的又来了啊! ’”让王婷印象最深的
是一位老奶奶的家 ，10 平方米蜗居着七口
人，每次看到王婷就要跑来问一句———“到底
啥时候拆啊？ ”

老百姓的心愿成了王婷和团队不断推进
工作的最大动力。 最终，这块旧改融资“硬骨
头”被啃了下来，国家开发银行总牵头的创新
筹组银团也因此拿到了 2019 年上海市银行
同业公会“银团贷款最佳项目奖及牵头行”的
荣誉。

奋斗不止，00后冠军小囡奔赴梦想下一站
（上接第一版）

回忆夺冠当天那个夜晚， 姜冉馨说自己睡得很香。 至于金
牌，“就卷起来扔进了行李箱”。在她看来，无论何种比赛，无论奖
牌成色，都缘于平日千万发子弹的累积，是自己努力付出每一滴
汗水的回报，“从这一点来说，奥运金牌，就只是一枚金牌而已。”

隔离期就地取材坚持训练，任何时候都拒
绝“躺平”

从奥运赛场到隔离酒店，金牌就默默“躺”在姜冉馨的行李
箱里。 而作为金牌的主人，她从走下领奖台那一刻起，已开始了
新的逐梦征程。

原以为，三周的防疫隔离期是运动员们大赛后难得的假期。

可很快，隔离酒店里奥运健儿花式训练的视频，就再次载着满满
的正能量，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话题。尽管射击项目对体能训练
要求不高，但专项力量训练和调节身心，对于保持良好的竞技状
态至关重要，因此也成了姜冉馨在隔离期的自我必修课。

“其实也想过，回国隔离就每天躺着休息，听听歌。但真的回
来了，还是觉得不能让自己放松，要脚踏实地保持训练。”常年养
成的高度自律和深入骨髓的持之以恒， 让一闪而过的惰性无处
藏身。 无论赛场或是人生，从来都没有谁能“躺赢”。 经过短暂的
休整， 在隔离酒店并不宽敞的空间里， 机灵的姜冉馨 “就地取
材”，将两瓶矿泉水通过绑带组合在一起，练起了“无枪版”的专
项力量。

“条件特殊，没有随身携带哑铃，就想着通过水瓶做配重，也
能起到训练效果。 ”保持训练之余，复盘奥运比赛也是姜冉馨隔
离期的重要任务。为了更好地分析自己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她反
复观看自己的两场决赛视频， 在线上与队友和教练一同交流，

“换一种角度看自己打得怎么样，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

小肩膀扛起大责任，以“无止境”的钻研兑
现潜力

一如从前，年少成名之后，姜冉馨身上依然有着那股让教练
最为欣赏的“钻”劲。 “既然热爱这项事业，就要把它钻研到底。 ”

在她眼里，“钻研射击，学无止境。 ”

早在通讯软件还不发达的年代， 小小年纪的姜冉馨就通过
手机短信盯着教练讨教动作细节，有时一聊就是两小时。进入上
海射击队后，已达到较高专业水平的她，仍在一次比赛后一笔一
划列出足足 23 条自我小结，连教练也感叹“太不容易”。

练习射击八年， 善于钻研和思考， 让姜冉馨兑现了自己的
天赋和潜力。 在日复一日的动作重复中， 她努力探究项目精
髓， 追求 “人枪合一” 的最高境界。 “看似动作简单， 做好其
实很难。 如果只停留于表面， 就无法深入精髓。 要学会享受射
击这项运动， 尽可能做到每个细节恰到好处。” 与大多数同龄
人相比， 兼顾学业与训练的她， 也更懂得专注的重要性。 “无
论学习、 训练和生活， 都要保持专注。 如果学习、 训练的时候
想着玩， 玩的时候又惦记着训练， 那什么都做不好。” 正是因
此， 教练们都说， 靶场上的 “冷酷” 射手和靶场下的活泼少
女， 看起来如同两个人。

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向着心中的目标不断进击，才能让青春
梦想绽放。 “奥运会过去了，一切是全新的开始。 好好钻研动作、

思考训练，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才能为未来打下更牢的基础。”

虽然奥运冠军并未给训练和生活带来太大变化， 姜冉馨的肩头
却能感受到更多的责任，“00 后是积极阳光、健康向上的。 奥运
会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能做成一些小事，也能做好一些大事，

说明我们很有潜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