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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泾镇：谱写水脉、绿脉、文脉融合的新篇章
绿色 精品 善治 乐活

水脉交错绿色宜居
历史人文底蕴深厚

新泾，水系丰厚，河流成网，是典
型的江南水乡，吴淞江（苏州河）、新泾
港交汇于此。辖区内，市、区、镇三级河
道 28条，总长 19.69公里。 如今，新泾
港、周家浜、纵泾港、外环西河等河道
周边已成为居民休闲健身的景区。

今年， 周家浜文化滨水公共空间
建成，与泉口路美丽街区相得益彰，丰
富了城市慢行系统，实现了生活空间、

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的有机统一，大都
市里也有了“小镇味”。 平塘路至剑河
路段的周家浜文化休闲长廊， 设有新
泾镇发展史百米长卷、 九子游戏广场
等文体设施，2019年被评为上海市“最
美健身步道”。 此次，周家浜文化滨水
公共空间将原有的 400 米慢行步道作
了延伸，让“江南韵”可持续。新建的新
渔浦亲水平台、 午潮港慢行步道等生
态景观， 更是让新泾人享受到国际范
的“生态风”。

新泾，绿脉悠长，生机勃勃。 上世
纪 90 年代，小区绿化、行道绿化、河道
绿化、公园绿化、屋顶绿化、垂直绿化
等植绿建设兴起 ， 绿化覆盖率达

33.52%，人均绿化面积 35.44 平方米。

时至今日， 小桥流水人家仍是新泾最
常见的风景。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潺潺
流水，桥边绿意盎然，莲叶、芦苇等水
生植物带来丝丝凉意；道路两旁，香樟
林立，绿荫连绵，漫步其间，令人不禁
生出“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

今年 8 月初， 两座生境花园在新
泾镇绿八居民区、 淞二居民区正式亮
相。作为上海市目前最大的生境花园，

绿八居民区的乐颐生境总面积 732 平
方米，内有四季花园、生境驿站、蝶恋
花溪、疗愈花园、自然保育区等五大功
能区域，包含日观天象、白鹭观澜、岩
石花园、心灵索桥、大地涌泉等“生境
十八趣”。

新泾为什么要大力建造生境花园
呢？ 绿八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观锡

说，家门口的生境花园可以让居民零
距离亲近大自然， 聆听鸟语虫鸣，享
受美好生活。

新泾，文脉绵延，遗迹众多。 上海
开埠后，西方文化在新泾这方土地有
集中表现。 原新泾地区现存的近代历
史遗迹有息焉堂（天主教堂）、宋庆龄
陵园（万国公墓）、美国教会医院（空
军 108 医院）、虹桥杓球 （高尔夫球 ）

俱乐部 （今上海动物园）、《上海泰晤
士报》报社、上海美丰银行、罗别根酒
吧、宋子文别墅、孔祥熙别墅、白崇禧
别墅，美华新村陈纳德、陈香梅故居，

姚家花园等等。

不久前，上海市共有 40 个地区被
评为 2021-2023 年度 “上海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 其中就有长宁区新泾镇
（西郊农民画）。 西郊农民画以高丽纸

为载体，以水粉
为颜料，采用独
特的构图，施以
浪漫丰富的想
象、夸张精细的
手法 ， 水墨勾
线，配以现代重
彩技法构成全
新的画种，现已
是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

江南水乡，

自然少不了江
南丝竹 。 在新
泾，江南丝竹称
“清音班”“小清
班”。 民国十九

年（1930年），薛家厍成立震声国乐社。

1988年，新泾镇田野江南丝竹队成立，

队员 16 人，平均年龄 71 岁，保留新泾
地区江南丝竹音乐风格，清新优雅、细
腻活泼， 曲调优扬柔美、 演奏婉转流
畅。现有《江南丝竹曲谱集》，载录曲谱
150余首。 2009年，江南丝竹被评为上
海市非遗。

新泾撕纸，又称“海派撕纸”，以手
代刀，手撕、整形、粘贴而形成的民间
艺术，以古朴、独特的原创艺术个性而
独树一帜，造型夸张多变，色彩丰富艳
丽，挥洒粗犷，线条拙巧相谐，可呈现
脸谱、生肖、舞蹈、吉祥神等十余种作
品， 被列入第五批上海市非遗项目名
录。新泾镇海派撕纸传人华兴富，曾登
上世博会、进博会的舞台，还受邀赴纽
约参加上海文化周开幕式， 向全世界
展示中国非遗文化。

产业高地示范样板
镇园经济携手发展

坊间“争当新泾媳妇”，是新泾经
济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 改革开放
前，新泾镇作为农业地区，是上海“菜
篮子工程”主要基地之一。 改革开放
后，乡镇（社办）工业得到发展。 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 由乡办工业和仓

储业形成的二、 三产业经济收入，超
过第一产业农业的收入。

近年来，新泾镇着力书写传承与
发展的经济命题，坚持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核心区建设，持
续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构筑产业特
色上下功夫。

新泾镇西北部的上海虹桥临空
经济示范区， 是目前全国 17 个同类
国家级示范区之一。 园区历时近 30

年的发展，先后获批“国家级电子商
务示范基地”“上海虹桥临空经济示
范区”“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开发区长
宁分园”“上海虹桥航空服务业创新
试验区”“上海国际服务贸易示范基
地”。 目前，园区已建成商务楼宇 205

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3400 余家，围绕
航空经济、总部经济、数字经济等重
点领域， 云集了联合利华、 博世、伊
顿 、携程 、米其林 、科大讯飞等一批
500 强和国内外知名企业。 2020 年，

示范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59.65 亿
元、 综合税收收入 92.61 亿元， 是长
宁三大经济组团之一，也是长宁区对
接上海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建设、打
造高端航空产业集聚区的重要功能
承载区。 未来，园区将加快推动虹桥
临空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聚焦大健
康、人工智能、流量经济等新兴产业，

努力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示范
引领区 、 国际精品城区的典范样板
区、一流营商环境的最佳体验区和全
面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实践区。

作为全市为数不多的中心城区
小镇 ， 新泾镇集体经济发展成效显
著。 新泾镇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走在全市中心城区“五区
六镇”前列。 六年来累计分配经济联
合社成员收益金额约 4.05 亿元 ，力
保经联社成员获得长期稳定的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成为上海市区集
体经济发展的典范。

按照长宁“十四五”规划布局，新
泾镇发挥自身集体企业优势特长，重
点聚焦高质量发展，不断争取特色项
目的 “先行先试”， 主动融入长宁经
济发展大格局。 2018 年以来，拿出集
体企业资源绿谷别墅用于打造西郊
国际金融产业园项目。 目前，园区已
有交银系、建信系、东航系等一批优
质金融企业入驻 ， 管理资金规模近
500 亿。 园区获颁虹桥商务区特色产
业园、 虹桥商务区党建服务示范点、

虹桥商务区投资促进工作站、上海虹
桥临空经济示范区特色金融产业园
等多项市级荣誉。 未来，对标《关于
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
设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新泾镇将紧
抓经济金融改革契机，探索建设面向
长三角、辐射全国的高端财富管理集
聚区，打造与浦东金融要素市场体系
建设呼应互补、协同联动的金融园二
期财富虹桥管理中心，为推动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金融载体建设贡献新泾
力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新泾镇是一个超大混合型社区，

有农民动迁房、售后公房、商品房、高
档住宅、混合型小区住宅类型组成，有
着房屋类型混合、小区形态混合、人群
结构混合的特点，镇党委推进“微治到
家”———党建引领超大混合型社区分
类治理以来，在党建品牌建设、项目实
体推进、 先进典型引领上取得了可观
成效。

淮阴路居民区是全镇最早在农民
动迁房小区推行民主协商的典型。 党
总支以对话形式组织居民群众共商社
区事，推进特色品牌———大众论坛。 由
居民群众 “议一议” 社区生活问题矛
盾，发展成为多方参与“治一治”社区
管理疑难杂症， 用共同的社区发展目
标凝聚人心，解决了一系列“急难愁”

和“需盼求”问题，小区综合改造、停车
难治理、 智慧小区建设等获得了居民
群众的赞誉和好评。

“邻居比亲人还亲，我们要长长久
久地住在这里，儿子买的老年公寓留着
以后用。”在北虹居民区，类似这样发自
肺腑的居民心声不绝于耳。党总支坚持
多年的邻居课堂，不仅是长宁居民区党
建的金奖标兵品牌，更是树在百姓心中
的永恒印记。“商品房、售后公房小区的
管理难题不少，党总支为民服务就是要
顺民意、搭平台，关键要为民办实事，最
近落实了一批共享停车位，老百姓对党
组织非常感激。 ”北虹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王春荣说道。

2018 年，天山星城居民区被列为
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研讨会实践
参观点。 天山星城，由农民动迁房和
商品房混合而成， 住有 2000 多户、逾
5000 人，还有不少外籍居民。 居民区
党总支融合动迁房和商品房居民的
喜好， 因地制宜营造小区共享空间，

将五处凉亭赋予共治、共乐、共助、共
学、共建的功能，居民自治载体“亭文
化联盟”建成，并派生出“亭文化、厅
文化、群文化”，党建引领、文化凝人
的做法渐趋成熟。 同时，运用“五亭工

作法”，解决了楼道乱堆物、小区道路
改造、绿化重塑等群众“急难愁、需盼
求”问题。

近期，50 件代表上海社会治理创
新最新成果的案例向社会公布。其中，

新泾镇绿八居民区的 “屋顶建生态系
统、空中花园装进居民家”案例，获得
提名。

绿八居民区党总支在服务群众工
作中，始终坚持需求导向，运用“同心
树”工作法，党建引领分类治理取得
成功。 协和家园（公租房、动迁房小
区）划归绿八居民区管辖后，党总支
顺应“新居民”年轻化、个体化突出的
特点，对 2331 户居民广征民意，把需
求点作为工作切入点 ， 组建并发挥
“第五空间乐活秀” 自治团队的议事
作用，整合各类治理力量，成功打造
了面积约为 600 平方米社区微景
观———“空中花园”屋顶生态系统，小
区面貌持续换新。

基层治理的创新不仅在于自身
“出新招 ”， 更有赖于从外部 “引活
水”。 新泾镇着力在区域化党建上下
功夫，强化居民区党建、“两新”组织
党建、驻区单位党建“三建融合”，紧
密搭建“居企连廊”，推动加装电梯、

架空线整治、养老服务等领域实现惠
民共治的新成果。 2018 年以来，又建
立了镇园一体党建联盟，注重 “一街
一镇一园”（新泾镇、 程家桥街道、临
空园区）板块联动、项目联动、资源联
动，有效整合功能性资源，架设“长三
角”合作桥梁，形成“集能量、集商机、

集资源、集服务、集治理”的“五集”发
展通路，努力以镇园一体区域化党建
高效能融合，服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经济高质量发展。

卞晓清坦言：“一百个新泾人眼
里，有一百个新泾的未来。 ”当前，正值
新泾镇党委换届，下一个五年，对于新
一届镇党委而言， 要让新泾的居民过
得更加幸福安康， 镇党委政府将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谱
写水脉、 绿脉、 文脉三者融合的新篇
章，以展现高品位水乡魅力、推动高质
量协同发展、引领高水平基层治理、创
造高标准美好生活为目标导向， 加快
建设“绿色新泾、精品小镇、善治社区、

乐活家园”。

■ 付鑫鑫

新泾镇，上海市长宁区内唯一的镇级建制单位，兼具上

海西大门的独特优势，东近中环，南至上海动物园，西临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北傍苏州河。

新泾的行政建制，最早可溯至南宋建炎至祥兴年间（公
元 1127～1279年）。 宋代为华亭县高昌乡，明清时期为西
乡，清末划归蒲淞镇，民国后又改为蒲淞市、蒲淞区。 解放

后，分属新泾区、西郊区和上海县管辖；1995年，撤乡建镇。

近代以降，新泾不仅是上海乡村中最先感知“西风东

渐”的一扇“历史窗口”，而且是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城市

化发展的“最敏感地区”。 这里有上海殖民地时期众多的

历史遗迹，如达官显要的乡村别墅、赛马场、高尔夫球场
等等。 荣氏申新棉纺一厂、八厂，上海采矿机械厂（今上海
沪西供电公司）、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今长宁图书馆）、

上海乒乓球厂、上海第十五制药厂、华东纺织工学院（今
东华大学）等也都诞生于新泾。

新泾镇先后荣获 “国家卫生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上海市文明社区”“上海市平安社区” 等多项国家

级、市级荣誉称号。

从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到精品小区建设，从“家门口工
程”到“民心工程”……新泾镇党委书记卞晓清表示，今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泾镇守正创新、奋勇拼搏，全面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大

格局，在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长宁国际精品城区中，积
极争当先行者。

周玉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