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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上海中心城区核心区，黄
浦有着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和得天独厚

的资源禀赋，如何将其进一步转化为发

展的胜势？

杲云：近年来，黄浦的发展，始终
秉持这样的准绳：坚持提高站位，在全

市的大局中找准自身定位，精准发力。

比如，在全市推进浦东高水平改革

开放和自贸试验区新片区以及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建设的大背景下，黄浦跨前一

步，积极对接，探索“新片区+黄浦

区”模式，出台黄浦扩大开放系列政策

性措施，争取重大政策率先复制、重大

平台率先辐射、重大成果率先彰显；深

入对接科创板注册制改革，整合区内高

端服务业资源，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

集成式服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牵头组建长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区

高质量发展联盟；全力做好进博会服务

保障工作，推出进博商品集市，吸引全

球优质品牌资源与黄浦优质商业资源精

准衔接。

再如，积极构建高端服务业发展体

系，大力发展以金融服务为核心、商贸

服务和专业服务为优势的三大千亿级产

业。持续深耕外滩金融集聚带建设，境

内首家新设外资控股券商和首家合资保

险资管公司落户黄浦。加速发展以文旅

服务、健康服务和科创服务为新动能的

三大百亿级产业，组建成立黄浦科创集

团，聚焦金融科技、生物医药、人工智

能等重点领域，着力培育新动能、布局

新赛道。

这样一种宏阔的发展观，直接体现

为区域经济发展韧性更强。2021年，黄

浦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2902.4亿

元，继续保持全市第二，中心城区首

位。经济密度达 141.44亿元/平方公

里，人均GDP达43.84万元。以金融服

务业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发展能级进一

步提升，总税收占比近80%，区内现有

国家级金融要素市场6家，金融市场交

易额约占全市3/4。总部经济、楼宇经

济、涉外经济蓬勃发展，总税收亿元楼

近70幢，跨国公司地区总部61家。去

年，全区总部型企业总税收238.26亿

元，占比 31.75%；涉外经济总税收

339.17亿元，占比达45.21%。

记者：今年7月，黄浦全面完成成片

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通过做实做细

旧改等一系列民生实事、民心工程，黄浦

如何为未来发展垫实根基？

杲云：是的，我们一直坚信最大的
民生促就最大的发展。这样一种宏阔的

发展观，意味着要懂得算好大账，算好

长远账，算好民心账，更直接体现为民

生保障的成色更足。

黄浦全面完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改造。这不仅是几代人的梦想，也接

续着几代人的努力。近年来，黄浦始终

坚持把旧区改造作为最大的民生和最大

的发展，推动旧改征收总量连年创下新

高，累计完成居民征收近十万户，居民

们一朝圆了安居梦。特别是宝兴里旧改

过程中总结出群众工作“十法”，以新

时代旧改征收的生动实践，走好党的群

众路线，放大民生获得感，诠释人民城

市重要理念，依托宝兴里旧改还创造了

本市大体量旧改项目居民签约和搬离完

成速度的新纪录。

去年，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党的

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在黄浦深入推进。

黄浦区域内红色资源丰富，有140余处

红色革命旧址遗址及设施，居全市首

位，黄浦加快完成了一批重要红色场馆

的修缮保护和展陈工作，推动星罗棋布

的红色文化资源圈层叠加、串珠成链。

值得一提的是，黄浦坚持以做强

“码头”、激活“源头”、勇立“潮头”

为标准，持续推进演艺大世界建设，以

打造“一中心、五集群”（环人民广场

演艺活力中心及外滩集群、创意码头集

群、世博滨江集群、新天地集群、复

兴路集群） 为重点，大力引进名家名

团和首演首秀，加快建设最具上海文

化标识、最有国际影响力的演艺集聚

区，不断提升演艺大世界品牌标识度和

影响力。目前区域内共有专业剧场25

个，经授牌“演艺新空间”44个，“看

大戏，到演艺大世界！”渐成人们的生

活方式；在“演艺大世界，活力艺街

区”的美好愿景下，这里将被打造成为

看戏、购物、赏景、交友的城市文化新

场域。

记者：当下的黄浦又在哪些方面着
力攻坚破题？

杲云：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困难和
挑战还很多，需要我们下更大力气、

花更多功夫补齐短板、突破瓶颈、战

胜挑战。

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发展形

势，就黄浦自身而言，高端服务业的集

聚力、辐射力、竞争力还不够强，新兴

产业尚未成势，这有待于通过开展更深

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持续增

强各类要素资源的集聚深度、链接强

度、辐射广度和支配力度。将进一步发

力三大千亿元级产业，打造更具竞争力

的高端服务业发展集群。同时，瞄准全

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

支持产业融合创新，挖掘新动能。

目前，黄浦仍有数量较大的零星二

级旧里，建筑老旧、条件较差的一级旧

里及新里，不成套职工住宅及小梁薄板

房屋等，群众更新改造的呼声强烈。未

来，黄浦将通过“成片带征、配套建

设、综合改造”等多种途径，以更大力

度加速推进这些老旧住房成套改造。

对于具有一定规模、成片的房屋，

通过结合区域规划开展整体设计，联动

实施拆除重建后彻底改善结构安全隐

患。对于无法实施拆除重建的房屋，

通过抽户、拔点置换等方式改造，增

设独立厨卫设施。同时，积极推进既有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持续改善居民生活

条件。

记者：面向未来，黄浦怎么干，如何
以实际行动回答好时代之问、发展之问、

人民之问？

杲云：新起点新征程，面向未来，
黄浦要赋予“心脏、窗口和名片”更加

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时代内涵。

要将黄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引领区。

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先行先试、善作善

成，不仅要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努力实现

“高大上”、成为“风向标”，还要在功

能打造、民生保障、治理模式探索等方

面敢为先锋、勇当标杆。

黄浦将主要围绕五个“新”字

下功夫。

抢抓改革开放新机遇。进一步聚
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入对接

“三大任务、一大平台”和浦东高水平

改革开放，以要素资源的高效流动、配

置、增值，为黄浦赢得未来竞争积聚强

劲势能。

构筑经济发展新高峰。积极服务新
发展格局和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大

局，深入推进外滩金融集聚带建设，持

续推升“外滩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引

领力和竞争力。加快打造产业发展新增

长极，大力推进都市型、分布式、智能

化科创区建设，全力打造上海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服务功能核心承载区。

焕发黄浦人文新魅力。积极打造红
色文化传承传播示范区，着力提升“演

艺大世界”品牌标识度，全面提升城区

文明程度和文化氛围。

打造品质生活新标杆。将以更大力
度、更强合力加速推进零星旧改、旧住

房成套改造，不断完善高品质精准化公

共服务供给体系。

塑造精管善治新典范。深入探索
超大城市中心城区治理规律，持续推

动治理模式创新、治理方式重塑、治

理体系重构，全面提升城区精细化治

理水平。

——访黄浦区委书记杲云

黄浦：坚持提高站位，在全市大局中找准自身定位

发力五个“新”，先行先试善作善成

■本报记者 顾一琼

滔滔黄浦江，在冲积平原上划下几

个弯后，汇入长江奔流入海。在这诸多

河弯中，董家渡是难以忽略的存在。因

它背靠老城厢文化底蕴最深处，又面朝

全市改革发展最前沿。

外滩金融集聚带的重要一环

走在董家渡路上，两侧有数十米高

的塔吊正在作业，高档商务楼宇渐次拔

地而起。建设中的董家渡金融城，将是

黄浦区重点打造建设的外滩金融集聚带

的重要承载区。“海通证券、国海证

券、中泰证券、建信人寿等金融业重磅

机构将入驻于此，明年有望实现经济规

模再扩容，成为黄浦区经济发展新引擎

和城区形象东大门。”区金融服务办公

室党组书记、主任杨国威这样介绍。

董家渡经济业态之活跃度与创新

性，刻写在其基因里。

历史上，董家渡曾是黄浦江上一个

重要渡口，因码头而兴盛，商贾云集、

居民稠密。改革开放以来则是海内外有

名的轻纺市场，甚至来沪旅游的外国友

人也喜欢来这里定制时装。

近年来，黄浦区积极推进外滩金融

集聚带建设，全力推动机构集聚、持续

优化产业生态、提升核心承载功能，金

融产业规模和贡献度保持较快增长，产

业能级持续提升。处于外滩金融集聚带

上的董家渡也就此成为其中的重要一

环。建设中的董家渡金融城已成功引进

一批高能级金融机构、科技创新型领军

企业及龙头专业服务机构，产业集聚度

持续提高，金融业态不断丰富，涵盖了

要素市场、银行、证券、保险、基金、

融资租赁、金融科技等传统金融与新金

融领域优质机构。

空间面貌人居环境发
生巨变

经 济 形 态 、 产 业 业 态 更 迭 的 同

时，董家渡的空间面貌和人居环境也

发生着巨变。近年来，董家渡所在的

小东门街道，持续推进旧改，发力民

生实事，给居民带来获得感，更让董

家渡这块璞玉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空

间和契机。

今年上半年，黄浦区金融业增加值

占全区GDP的46.3%，而董家渡所在的

小东门街道拥有全区一半的国家级金融

要素市场。

小东门街道府谷街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吴丽萍对董家渡有一种特别的感

情。在社区工作了23年的她对董家渡

最大的期待，就是能有一个方便居民

日常的“10分钟生活圈”。过去限于种

种客观因素，小东门街道没有完善的

公共配套设施；如今，全长610米的多

稼路将被打造成一个以公共服务设施为

主的活力街区。

未来，随着大量企业入驻董家渡金

融城，小东门街道也将以此为契机，统

筹空间拓展，功能提升，打造管理精细

化、服务智能化的滨江金融街区。从

地下、地面和地上立体层面统一

设计、整体开发，全面串联小

南门站、商船会馆、滨江绿

道、老码头等空间，营

造“宜步空间”，放大

行走的乐趣。

同时，小东门街道将坚持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进一步提升居民区党组

织的组织力、治理力，依托“三会”

制度、社区委员会、“零距离家园”理

事会、楼委会等自治共治载体机制，

引导更多社区居民、企业员工、驻区

单位、职能部门及各领域专业人士

参与社区治理。

董家渡：老城厢崛起现代金融城
■本报记者 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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