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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地

围绕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目标积极推进有机更新，口袋公园“开门见绿”

加码民生获得，把幸福送到居民“家门口”

和平公园历经一年多改造后打开围墙向市民开放。本报记者 陈龙摄

今年上半年，虹口区新入驻金融企

业65家，金融企业总数达2014家，资产

管理规模超7.5万亿元。金融产业税收

今年上半年达77.96亿元，占全区全口径

税收比重的21.1%。近年来，虹口区主

动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力

扶持培育以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为特

色的金融产业。目前，这里的公募基

金管理公司达17家，超过全国总数的

八分之一。通过加速集聚金融资源，

虹口已形成多元化金融产业集聚的整

体效益，区域金融服务业能级逐步提

升，呈现出总量增长迅猛、结构分布合

理、风险防范得当的产业发展特点。

当前，虹口金融正在加速构建北外

滩全球资管中心和金融科技中心的核

心承载地。2019年，上海金融科技园

区落子北外滩。2020年，上海金融科技

联盟在北外滩揭牌。在北外滩来福士

内，配套设有810平方米上海金融科技

园区公共服务空间，兼具会议、路演展

示、党建服务等多重功能。未来，虹口

将设立北外滩资产管理中心，依托上海

对冲基金园区、上海金融科技园区和即

将增设的上海资产管理园区，大力吸引

国内外大型金融总部、资产管理机构、

要素市场，促进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

切实增强集聚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和

水平。同时，还将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落户北外滩为契机，加快碳金融中

心、气候投融资试点推进，积极参与上

海绿色金融枢纽建设，构筑北外滩绿色

低碳示范高地。

构建北外滩财富管理高地

9月，以丁玲文学作品为主题的首

个“囡囡小剧场”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

立大会会址纪念馆开演。演出包含朗

诵、演讲、器乐演奏、歌舞等形式。参与

演出的11名小学生来自全市各所学校，

最远的家住浦东，到左联纪念馆来回一

个多小时。但家长表示，这儿丰富的红

色资源深深吸引着孩子。

演出指导老师说，由于参演的都是

小学生，在左联纪念馆提供研究材料的

基础上，剧本从孩子的视角、以孩子的语

言进一步讲好红色故事。在准备阶段，

指导老师先给孩子们上了堂文学课，介

绍丁玲及其作品，再让大家从基础材料

入手提问，不断调整讲稿。比如，孩子们

关心丁玲创作的心路历程，大家便一起

了解丁玲生平。在孩子们的“深挖”下，

手稿出版前后的故事和有关的人物一一

浮现，并最终被编入剧本，更好地讲清了

文学作品背后的故事。

剧本创作完成后，孩子们还通过自

己的方式加深理解——有的阅读了同

时代的鲁迅作品《朝花夕拾》；有的画下

插图，帮助记忆；有的则翻出在左联纪

念馆做志愿者时背的解说词。

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虹口被誉为“天然的红色学堂”，让10

后通过文艺演绎形式了解、宣讲红色故

事，将帮助他们更沉浸地感受红色文化

魅力，进一步丰厚全域“大思政课”。

“囡囡小剧场”演绎红色魅力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单颖文

最近，和平公园恢复开放的消息

“霸屏”朋友圈。这个承载了几代人记

忆的“宝藏”公园，历经一年多改造后，

全面打开2371米围墙，24小时对公众

开放。同时，通过增加绿化生态、海绵

城市、雨水调蓄、环公园智能生态跑道

等功能，引入书店、咖啡馆等业态，让市

民游客在“公园+”中走进森林、亲近美

景、共享美好。

根据“城市处处有公园，公园处处有

美景”的公园城市建设要求，虹口区一批

老牌公园通过改造由内而外提升，回应

市民期待，满足城市发展新要求。当公

园形态与城市空间相融合，这里不仅是

人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最佳场域，也

通过一项项“公园+”，从单一生态景观

走上功能多元发展之路。

除了和平公园，半个月前，鲁迅公

园也在经历了半年的施工后，迎来“破

墙”开放。沿大连西路、欧阳路一带的

围墙变身景观绿化带，通过新修的多处

小径，周边居民游客可以更便捷地直达

公园。曾经毗邻公园围墙的朱屺瞻艺

术馆，也因此成为“无墙的美术馆”。“公

园+美术馆”，让看风景的人成为画中

人，让看画人成为风景。

而在街心巷口，一批口袋公园的落

成，也为人们带来“开门见绿”的美好体

验。虹口区在下海庙、四平路海伦路路

口、东余杭路幼儿园前多个区域建设了

具有庭院风、江南风等多种风格的特色

口袋公园，通过丰富绿地色彩、种植观

赏宿根花卉，让口袋公园四季成景、四

季有色。

在“公园+”中共享美好

“维京游轮在北外滩落户，办公和游

轮靠泊地点更接近，相信会为公司未来

发展带来优势。”今年，维京游轮在虹口

区北外滩地区设立中国区办公室，该公

司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唐博文如是说。

航运是虹口区的支柱产业，北外

滩已成为航运企业落户发展的首选

地，吸引一批国际知名邮轮企业集

聚。目前，该区航运企业数量已经超

过4000家，每年都有超过100家的航

运企业在这里设立。今年上半年，该

区又新增航运企业105家，包括维京游

轮、商船三井等优质外资企业。

近十年，虹口区航运产业区域经济

贡献总量翻了8倍，总量占比从2012年

的12.3%上升至2021年的19.5%。特别

是虹口区航运总部型企业进一步集聚，

全球排名前50的班轮运输企业，有39

家在大陆地区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分公司或代表处，其中12家在虹口。近

40家航运功能性机构在此集聚，包括中国

船东协会、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中国船舶

油污理赔事务中心等“中字头”协会为代

表的功能性机构。虹口区还推出上海

北外滩航运服务中心，成为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的“智库”。如今，北外滩已成为

中国大陆地区航运服务企业最集聚、航

运总部特征最明显、航运要素最齐备、

航运产业链最完善的区域，实现了由

“老码头”到“航运服务总部基地”的跃

变，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紧密链接。

北外滩成航运企业集聚地

走进社区食堂买中华老字号菜

品、迈入社区咖啡馆与艺术展览不期

而遇、到市民驿站感受健身快乐……

近年来，虹口区围绕“宜居、宜业、宜

游、宜学、宜养”目标，全面推进“15分

钟社区生活圈”行动，通过落成系列

“会客厅”，让“人民城市”的宏大场景

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融，让高质

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北外滩街道，“一江一河”沿线风

景绝美，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地。

这两年，随着虹口滨江全面贯通，把最

好资源留给人民，这里打造了“江景会

客厅”系列：西有居民楼河滨大楼，中

有北外滩滨江驿站、数字北外滩CIM

馆、建投书局，东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同时，通过在居民楼内打造“社区

会客厅”，让居民感受更方便快捷也更

贴心的服务；通过增加公共服务设施、

开发公共活动，为游客提供更有温度

的服务。而通过一个个“会客厅”，居

民与游客有了更多交集，居民生活因

“圈”多元，游客体验也因“圈”亲切。

在江湾镇街道，市区最大保障房

基地彩虹湾自建成以来，年年都在“生

长”。医院、学校、养老院、菜场、大卖

场、公园等应有尽有，畅通了城市经济

微循环，也切实改善了市民生活条件，

提高了生活品质。最近，该街道市民

驿站第四分站“社区会客厅”功能再度

叠加，将打造虹口首个“家庭健康服务

中心”，在“社区健身房”中引入跑步

机、划船机、上肢训练等健身设施。同

时，依托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福民”

专家科普团队，组建一支由医生、教

师、法律工作者、社工及居民构成的社

区“家庭健康指导员”队伍，普及社区

家庭健康知识，指导健康运动。

如今，“社区会客厅”还成为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空间。政府问情于

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居

民也能参与到城市管理中。今年 1

月，以居民区为主的欧阳路街道对祥

德路上一处闲置空间进行微改造，开

出了社区食堂“栖心小窝”。不久后，

又有居民提出，能否在社区食堂引入

上海、虹口的“老字号”。于是，“栖心

小窝”又选聘了一批在杏花楼等老字

号有过长期掌勺经验的上海本地厨师

“加盟”。油爆虾、糖醋排骨、干煎小黄

鱼……一盘盘熟悉的“老上海味道”

中，透出的是“家园的味道”。

“会客厅”惠及百姓生活

支柱产业
今年1-8月，虹口两大支柱产业
航运、金融服务业区级税收

93.38亿元，同比增长116.1%
北外滩核心区

将有18幢180米以上高楼
打造480米浦西新地标；
59街坊上海华贸中心将由

30余栋历史建筑构成
顶奢“品牌之家”集聚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