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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杨

浦滨江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杨浦是人

口大区，如何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做厚做实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谢坚钢：我们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
念，把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摆在突出

位置，真心实意付出、真金白银投入、

真抓实干攻坚，加快实现“住有所居”

向“住有宜居”的跃升，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屋里厢，我们全力改善居住空间

品质。这些年，我们始终把旧区改造作

为最大的民生，举全区之力加快推进。

2021年，杨浦全面完成成片二级旧里以

下房屋改造，累计拆除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380.28万平方米，16.35万户居民实

现了安居梦。

在家门外，我们着力优化公共空间

品质。坚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加

快推动设施和功能同步完善、硬件和软

件同步提升，努力为群众打造诗意栖

居、浪漫生活的美好家园。比如，在滨

江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还江于民、还

景于民，科学改造公共空间，把最珍贵

的滨江临水“第一立面”资源留给人民

群众，让群众可以近距离品江景、嗅花

香、听虫鸣、闻鸟语。

记者：当前，数字化正在重新定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杨浦如何抢抓

数字化转型机遇，进一步壮大人民城市

发展动力？

谢坚钢：我们感到，全面推进城市
数字化转型是打造国际数字之都的应有

之义，是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

的点睛之笔，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关

键之举。当前，我们正认真贯彻落实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抢抓数字化转型

重大机遇，持续盘活存量、释放增量、

激发流量、提升质量，全力打造“一

带、一区、一圈”数字经济地标，引导

数字经济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一带”即“长阳秀带”在线新经济生

态园。杨浦拿出占整个杨浦滨江区域近

六成、共7.46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作生态

园建设，推动“近代民族工业发祥地”向

“在线新经济产业首选地”转型升级。目

前，已集聚美团、哔哩哔哩、字节跳动等

一批领军企业，力争到2025年集聚30家

以上头部企业、3000家以上创新型企业、

产业规模超过3000亿元。

“一区”即大创智数字创新实践

区。布局元宇宙、节能环保等新赛道，

加快推进“大创智数字孪生云上之城”

建设，积极承接市级数字孪生策源（底

座）平台，持续丰富应用场景，加快建

设全国首个数字公园，努力形成“大象

起舞、蚂蚁雄兵”的产业结构生态和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不出园就有产业

链”的产业空间生态。目前，大创智区

域集聚了4500多家企业、70多个创新

平台、15万余名知识工作者。

“一圈”即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紧

抓上海建设世界一流“设计之都”的重

大机遇，以数字化助推传统设计产业拓

展升级，加速打造上海“设计之都”核

心功能区和世界级“大创意”产业核心

区。特别是作为上海唯一的国家智能社

会治理实验综合基地，我们联手同济大

学，积极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政策体

系、标准规范和体制机制，加快推动智

能治理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截至2021年底，环同

济总产出达到563亿元。

记者：人民群众的参与至关重要，
杨浦在城区治理中如何发挥人民群众的

智慧和力量，未来将如何继续提升城区

品质，打造人民城市新图景？

谢坚钢：城市是载体，人民是主
体，人民城市要靠人民来建。在城区规

划、建设、管理的各环节，我们充分调

动群众、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各类

主体参与城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共同建设杨浦和和美美的睦邻

家园。

一方面，拜群众为师。主动问政于

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断把群众

的“想法”变成工作的“办法”，把群

众的“金点子”变成发展的“金钥

匙”。比如，我们把杨浦滨江作为人民

建议征集工作示范区，率先建立全市首

家基层人民建议征集站，构建起“1个

示范区+12个街道工作站+X个合作伙

伴”的工作网络，零距离、零时差、零

门槛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

另一方面，请群众做主。持续激发

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全力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比如，我

们探索建立了社区政工师、规划师、健

康师和社区党建顾问、法律顾问、社会

治理顾问“三师三顾问”协同治理机

制，为群众参与社区的更新改造、环境

治理、公共卫生等各项事务提供专业支

持指导，打造了NICE2035未来生活原

型街、“一脉三园”等一批经典案例。

新起点上，杨浦将全面统筹生产、

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全力打造宜

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区环境，让

人们没来杨浦就向往杨浦、来到杨浦就

喜欢杨浦、住在杨浦就眷恋杨浦。

一是让来者心动。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全力打造“一桥、两环、八线、九隧”的

立体交通网络，让人民群众出行更加舒

心便捷。同时，聚焦群众需求，加强智慧

医疗、智慧菜场、智慧停车等数字化场景

建设，让群众享受更多数字红利。

二是让观者心悦。全力创建国家文

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儿童友好公共空间

示范区、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世界会

客厅”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无障碍创新

示范区，持续推进“口袋公园”、海绵城市

建设，大力推进一批特色街区和特色水

系创建，变“城市中的公园”为“公园中的

城市”。

三是让居者心怡。在确保今年全面

完成剩余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的

基础上，加快实施不成套旧住房改造。

“十四五”期间，将全面启动全区剩余

的13.4万平方米小梁薄板和不成套旧住

房改造修缮工作，加快推进加装电梯、

“美丽家园”建设等民心工程，全面改

善群众居住生活条件。

——访杨浦区委书记谢坚钢

杨浦：加快实现“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跃升

“屋里厢”到“家门外”，改善优化城市空间品质

■本报记者 刘力源

俯瞰杨浦大桥。（杨浦区委宣传部供图）

从“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的杨浦滨江，正升级打造人民城市建设

“样板间”。这样一个“样板间”如何让

来者心动、观者心悦、居者心怡，杨浦

区以不同的“示范区”探索人民生活的

理想场景。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儿童友

好公共空间示范区、公园城市先行示范

区、“世界会客厅”全域旅游特色示范

区、无障碍创新示范区近年来接连启动

建设，每一个示范区的前缀，都是对未

来生活更好可能的探索——作为杨浦建

设高标准人民城市实践区的一个缩影，

杨浦滨江正进一步擦亮“生活秀带”，

为未来生活提供范本。

“无障碍通道上有井盖、箅子时，

井盖、箅子孔洞的宽度或直径不应大于

13毫米，条状孔洞应垂直于通行方

向”。在《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无障碍环

境建设导则》中，对于一些公共设施细

节的考量甚至细致到了“毫米”，而每

一毫米的较真，都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残

疾人等特殊群体在杨浦滨江的感受度。

这样一个妥帖周全的滨江无障碍环境即

将呈现于残疾人群体面前——怀德路至

明华糖仓之间的1.2公里示范段，计划

于本月底完成无障碍标识牌及扶手、坡

道等硬体建设。同时，为保证残疾人服

务功能的延续性，在杨浦滨江残疾人阳

光之家建成之前，绿之丘将设置过渡性

服务中心，除了提供服务设施外，还会

设立残疾人休闲交流区、残疾人实习基

地。服务中心也将与“人人屋”党群服

务站、人民城市规划建设展示馆等场馆

共同形成“1+X”滨江助残服务模式，

丰富优化滨江场馆助残功能。

不同人群都能在杨浦滨江公共空间

得到充分尊重，得到优质体验，感受美

好生活。抱着这样的初衷，可满足小朋

友“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友好公共

空间示范区也在加紧建设中。针对不同

年龄段儿童，杨浦滨江将打造300米、

600米、900米儿童活动圈，为儿童提

供如百草园、共生构架、户外沙坑、篮

球场、排球场、轮滑场等具有杨浦特色

的室外活动基地。大桥公园儿童探索乐

园等多个建设工程项目相继启动，在提

升杨浦滨江景观水平的同时，杨浦着力

打造具有生命力的户外儿童活动空间。

同时，与市妇儿工委合作打造一流的、

国际化的上海国际儿童中心，并在滨江

沿线各商业设施、商务楼宇、党群驿

站、文化设施、生态空间等服务点嵌入

儿童友好公共空间服务站，形成覆盖滨

江沿线全域的儿童友好公共空间格局。

不久，杨浦滨江将迎来一位“老

友”——长江口二号古船经整体打捞

后将迁移至位于杨浦滨江的上海船厂

旧址。在此基础上，杨浦滨江将建设古

船博物馆，打造以“船文化”为主题，

集教育、文化、经济、航运、考古、商

业、旅游等于一体的具有多元复合功能

的综合中心，这将成为杨浦区历史遗

存保护利用的范例之一。目前，杨浦

滨江范围内有不可移动文物50处，另

有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17处。2020年

9月，首批6个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创建名单公布，上海杨浦生活秀带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就位列其

中。杨浦正按照“重现风貌、重塑功

能、重赋价值”的原则，对区域内的

毛麻仓库、明华糖仓等工业遗产加强

保护研究，通过创新修缮方式，原汁

原味地把这些工业遗产保留下来，同

时通过强化内涵挖掘、打造文化地

标，赋予老建筑新功能，不断拓展文

化生活新空间。

在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中，

生态要素保护和开发被放在突出位置。

整个杨浦滨江绿地的建设将按照“北段

突出生态林荫特色、中段突出复兴岛独

特江滩景观、南端融入历史遗存与时代

风情”的脉络来推进，串联起共青森林

公园、复兴岛、绿之丘等绿色空间，形

成四季有花、秋色烂漫、自然野趣、

特色鲜明的杨浦滨江公园城市先行

示范区。

同时，杨浦区政府与

市文旅局将通过上海都

市旅游最佳实践区创

建、黄浦江水岸联

动 先 行 区 试 点 ，

着力提升杨浦滨江更加亲民的空间形

象颜值度、更加便民的人本服务美誉

度、更加惠民的文旅消费活跃度、更

加利民的安全体验满意度等，打造人

民城市理念引领下的“世界会客厅”

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

5个示范区角度不同，却又紧密关

联，目标只有一个：让每一个人都能在

杨浦滨江感受到温暖和善意，让每一个

人在这里都能诗意栖居。

杨浦滨江：感受温暖善意享受诗意栖居
■本报记者 刘力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