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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鸣

普陀区大力推进苏州河岸线贯通和景观提升，沿线串联起天安千树等多个网红打卡点。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张晓鸣

记者：普陀区拥有21公里苏州河

岸线，相当于半程马拉松的距离，被

称为“半马苏河”，普陀区将如何建

设“半马苏河”，发展水岸经济？

姜冬冬：普陀区的苏州河岸线是
中心城区最长的，其中南岸有 6公

里，北岸有15公里。近年来，在“一

江一河”建设推动下，普陀开展了一

系列苏州河水质提升、岸线贯通和景

观提升工作。

在上海中心城区中，普陀区的水

系比较发达，一共有91条河道，其中

苏州河又是重中之重。围绕生态水环

境的改善，打造苏州河清洁通透的水

体，这是我们苏州河环境治理永恒的

主题。

规划中的半马苏河公园，从长风

1号绿地到祁连山南路，长约 4.3公

里、面积约34.12公顷，建成后将成

为苏州河畔一段富有生活气息、充满

活力、宜游宜乐的生活秀带。苏州河

岸线贯通之后，一批党群驿站也相继

建设。

当然，苏州河的品质提升，不能

只局限在岸线、水体，也要将目光拓

宽至整个流域范围的改造提升上来。

我们希望，今后市民能在幅度较窄的

南岸走起来，即休闲漫步；在幅度较

宽的北岸跑起来，即半程马拉松；在

苏州河上划起来，即龙舟、游船、赛

艇等，努力打造水清岸绿、人水相亲

的生动范例。而在苏州河普陀区东

段，“苏河之冠”滨水空间初具形态；

苏州河普陀区西段，瞄准产业新赛道

的“苏河左岸”也呼之欲出。

苏州河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

源地。如今发展水岸经济，我们要在

长寿、长风、长征地区建设更多高品

质载体，发展数字经济、夜间经济、

首店经济等新业态，建设产城融合的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加快科研成果的

产业化。把沿线的天安千树、M50、创

享塔等网红打卡地串联起来，提升公

共空间的品质品位，打造高颜值、高

能级的城市会客厅，并挖掘百年工业文

明、传承历史文脉，推出一条苏州河精

品文化旅游线路。

“半马苏河”沿线将成为上海市民

的舞台，每个人都是主角，都可以在这

个舞台上享受幸福的生活，也可以展示

自己的幸福生活。“人在景中，景在画

中，每个人都是风景的一部分。”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我们坚持把人民宜居安居放在

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强

化高标准引领，练就绣花般功夫，推

动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贯通。描绘好

“半马苏河”工笔画，同全区人民一

道共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同

心家园”。

记者：包括苏州河区域在内，普
陀这十年城区面貌同样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请以桃浦转型为例，谈

谈感想。

姜冬冬：十年间普陀的变化很大，
甚至可以说，是上海中心城区里面貌变

化最大的区之一。从2012年开始，作

为老工业区的桃浦地区转型拉开序幕，

这也是普陀区转型的缩影。

产业的调整、地块的拆平、土壤的

修复，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阵痛期，但也

为优化产业结构腾出了宝贵空间。历经

十年持续转型，不久前，桃浦地区正式

出让了第一块住宅用地，后续又有不少

商住用地完成了出让。桃浦智创城将按

照“国际创新城”的定位，加快建设上

海中心城区转型升级示范区、上海科技

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

十年磨一剑，如今桃浦迎来比较

好的发展时期。已经集聚了一批优质

企业。产业定位通俗来讲叫作“金材

人生”，“金”是金融，“材”是新材

料，“人”是人工智能，“生”是生命

健康。未来桃浦发展不是打补丁式的

开发，而是全方位、高水平重建一座

新城。桃浦中央绿地、文化体育设

施、商业办公楼酒店等一系列载体建

设，将让桃浦真正实现产城融合。

如果把这十年发展比喻为爬坡过

坎，普陀区目前处于最吃劲的时候；

如果比喻成过隧道，则到了已经看见

前方亮光和出口的地方。再往前就是

一马平川，我们将迎来普陀区的高速发

展时期。

记者：在民生建设方面，哪些是普
陀老百姓感受度最高，获得感最强的？

下一步，普陀区将如何继续深化社区

治理？

姜冬冬：如今普陀城区颜值大大提
升。在我和居民的接触中发现，大家对

于普陀区的获得感、归属感、认同感增

加了。每年针对居民的满意度测评中，

普陀区也跃居全市前列。

这些变化和我们的“五色行动”密

不可分。即以实施“蓝网绿脉橙圈宜居

美路”为抓手，推动城市更新，促进百

姓宜居宜业。

“蓝网”就是水系及岸线建设，

“绿脉”就是绿化，我们建好家门口的

绿地、公园、街心花园，打造纵横交

错的绿色通道，绿化总量保持中心城

区首位，绿化覆盖率和绿化品质逐步

提升。

“橙圈”就是围绕城市治理“最后

一公里”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我们

建成31个网格化综合管理服务片区。

宜居方面，过去五年，我们全面完

成二级旧里以下房屋征收和无卫生设施

改造，让居民告别“拎马桶”，实施旧

住房成套改造29.8万平方米、旧住房综

合修缮改造1070万平方米，积极推进

加装电梯工程，保障性住房筹措规模居

中心城区前列。

下一步，一是聚力抓党建。坚持把

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

线。做强主心骨，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基

层各类组织的全面有效领导，聚焦凝聚

力、战斗力、领导力的生成路径和模

式，持续优化党组织引领下的“三驾马

车”协同运转、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基

层治理架构。

二是做实主阵地，着力打造一支政

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基层治理队

伍。优化街镇自主招录社区工作者机

制，加强教育培训和考核激励，让基层

工作者付出有回报、事业有奔头。

三是强化协同。巩固拓展在职党

员、社区能人等“第二梯队”有生力

量，建立红色物业、红色业委会“双业

红联盟”，把物业费调价、维修资金使

用、小区设施改造更新等群众具体可感

的小事一件件解决好。构建“靠谱”区域

化党建联盟，深化推广“楼委会”等模

式，做深做实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和互

联网企业党建。

四是增效能，坚持平急结合、标本兼

治，补短板、强弱项、建机制，强化数

据赋能，全面提高治理效能。

记者：普陀如何持续吸引优秀人才
集聚？

姜冬冬：近年来，普陀区坚持人才优
先发展战略，在全力打响“人靠普，才无

忧”品牌，以高素质人才引领支撑高质量

发展，为上海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作出新

的贡献。

要织密人才服务网络，做强“人才管

家”团队，深化“人才优享卡”服务，推

动“人才服务一件事”集成，提供“全程

帮办”“24小时便利店式服务”。还要利

用好平台载体集聚人才，更有针对性地引

才留才，让人才的根扎得更深。本轮疫情

发生后，为全力保障企业平稳发展和高层

次人才安心创业，普陀区第一时间制定发

布相关措施，并进一步归纳浓缩完善优化

成“靠普十条”。

我曾说过一句话形容企业、人才和区

域的关系，叫“寒冬腊月你不在，春暖花

开你是谁？”这就是要我们做到无事不

扰、有求必应，只有在企业和人才最需要

的时候及时响应，才能真正建立起互相的

信任。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提高对人才工作

的认识站位，建设更多的平台载体吸引人

才，用靠谱的服务来集聚人才。关键要真

金白银地投，真情实意地做，让人才在普

陀能够感到办事省心、发展顺心、生活舒

心、扎根安心。

——访普陀区委书记姜冬冬

普陀：把最好资源留给人民

精心描绘“半马苏河”工笔画

苏州河是普陀区的“母亲河”，也

是城市发展的“金名片”。

《上海市“一江一河”发展“十四

五”规划》明确提出将苏州河沿岸打造

成为宜居、宜业、宜游、宜乐的现代生

活示范水岸，实现“工业锈带”向“生

活秀带”“发展绣带”的转变，将“一

江一河”滨水地区打造成为人民共建、

共享、共治的世界级滨水区。

如今，有着“半马苏河”美称的普

陀岸线生态宜人，赏心悦目，水清岸

绿，活力无限。

漫步苏州河畔，畅玩苏
州河水岸

今年9月的一个周六，清风徐徐，

水波荡漾，普陀区居民代表汪家芳、陶

国梁等人登上苏州河一号游船，换个角

度欣赏苏州河两岸的美景。

从普陀区的长风公园码头 （临时

母港） 至黄浦区的外滩源码头，苏州

河水上航线首期途经普陀区的昌化路

码头、静安区的四行仓库码头，全长

约17公里。

欣赏着两岸美景，在苏州河边生活

了63年的汪家芳感慨万千：“我又找到

儿时的生活场景了！”

在苏州河畔住了20年的陶国梁家

位于天安千树附近。过去20年间，他

亲眼见证了苏州河的巨大变化。如今河

畔的公园、雕塑、花境、河上来往的船

只和岸边休闲的居民，都成为他镜头下

的风景。

苏州河普陀段作为承载上海城市发

展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要努力打造成

为一条“曲曲有风景、段段有特色、湾

湾有故事”的城市滨水活力秀带，吸引

越来越多的人们来到普陀，漫步于苏州

河畔，体味老上海风情，畅玩在苏州河

水岸书写新上海故事。

“每次看苏州河都会更带
着一份期待”

水质“清”了起来，空间“亲”了

起来，景观“美”了起来。随着越来越

多的百姓走入其中，人们对“半马苏

河”的期待也开始多了起来。

吴逸凡、车予诺、张一然都是在苏

州河边长大的孩子。为了“让苏州河变

得更美丽，让苏州河一带更加便捷”，

他们萌生了为苏州河品质提升提建议的

想法。

会使用实验仪器的车予诺主要负责

水质检测，检测数据将用于寻找适合苏

州河的水生生物，设计以湿地生态为特

色的河段，为苏州河增添科普教育功

能，让苏州河更“可读”。吴逸凡和张

一然则会到各个河段去走一走，研究设

施、空间建设，以增加苏州河两岸游览

的便利度舒适度，让苏州河更“可

亲”。孩子们还希望能在岸边增设一些

特色亲水广场，以便市民能够直接接触

到水，更好地与大自然互动，让苏州河

更“可近”。

“每次看苏州河都会更带着一份期

待，看看接下来苏州河怎么变得

更好。”车予诺表示。

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 民 城 市 为 人 民 。

“半马苏河”将重

点体现以人为

本、服务民

生 的 初

衷，最

大程度还河于民、还景于民、还绿于民，

以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滨水环境，持

续提高群众的体验度和感受度，让苏河

两岸体现高颜值、充满亲近感、洋溢文

化味，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半马苏河”焕新貌，人在景中景在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