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人宽、没有扶手、一级只能落半个

脚掌的9阶楼梯，对于70多岁的王爱武

老人来说，曾是每日绕不开的难题。去

年底，随着大桥街道最后一块成片二级

旧里以下地块完成征收，王爱武和老伴

儿终于告别居住了20年、不足16平方米

的老房子。作为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最为

集中的中心城区之一，杨浦区二级旧里

以下房屋总量曾占全市约1/3，改善住房

条件成为了居民最急的期盼。

旧改是最大的民生，多年来杨浦举

全区之力持续攻坚克难，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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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去年，先后启动了16

个旧改征收基地签约并实现高比例生

效，完成旧改征收15508户，提前一年

全面完成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任务。

回顾30年旧改历程，“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始终贯穿在推进旧改的每一

个细节里，不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环

境品质，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随着

区域内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

收官，杨浦乘势而上持续深化“城市更

新”，尤其针对建成时间长、功能不完善、

安全隐患大、群众意愿强的老旧房屋，综

合使用拆除重建、增加设施等方式分批

次加快实现更新改造。

凤南一村改造就是其一。建于上世

纪50年代的凤南一村是杨浦区规模最

大的城市更新拆除重建项目。凤南一村

共有35栋房屋，煤卫合用占了3/4；户型

面积相差大，最小的只有7平方米左

右。项目启动后，原有居民楼将全部拆

除，原地建成含多种房型的8幢高层电

梯住宅，为1791户居民改善生活质量的

同时，也将为同类型旧住房拆除重建提

供经验与样本。

旧改+城市更新，圆居民安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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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推开窗就能闻到创新的气息

抢抓机遇全力打造“一带、一区、一圈”数字经济地标

拉长“长板”，做创新主体“最佳合伙人”

藏在居民区里的NICE2035未来生

活原型街，敲开一扇扇看似普通的门户，

里面藏着盛产各种奇思妙想的创意实验

室、艺术氛围浓郁的咖啡馆，或是能引发

一场舌尖革命的共享厨房……进出此间

的人，是居民，是同济大学的师生，也可

能是就在这里工作的创意人员。多年来，

杨浦持续深化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

社区“三区联动”，促进学城、产城、创城

“三城融合”。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

及其所在的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正是一

个“三区联动，三城融合”的典型地带。

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原是一

条狭长的“老弄堂”。改造后的街道以面

向2035年的生活方式为理念，通过整体

规划，引进一批以“创新设计”为龙头、涵

盖未来生活各领域的创意实验室。社区

成了大学的延伸，大学则为社区提供创

意养分；居民的需求成为创新的源头，未

来的生活方式开始倒逼创新转化。

在未来生活原型街基础上，一个面

向更广领域的“生活实验室”在赤峰路

生长起来。同济师生可以在此就社区的

现成资源和材料开展科研，社区居民可

以进入实验室参加科普活动，甚至参与

学校老师和学生的研究工作。未来，更

多的企业将在生活实验室里孵化创意；

而这些生活实验室将与附近的居民一

起创造新的科技成果，一起提升社区的

科技含量，推动大学知识和资源溢出，

创造出新的业态和经济模式。

“三区联动”畅享未来生活

如果顺着手机上点击率最高的几

个App去寻找它们的实体，杨浦滨江

一定是最终目的地之一。自“长阳秀

带”在线新经济生态园揭牌以来，杨浦

滨江已集聚了美团、哔哩哔哩、字节跳

动等一批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近代

民族工业发祥地”正在向“在线新经济

产业首选地”转型升级。

去年，杨浦区发布《“长阳秀带”杨

浦在线新经济生态园专项政策》，将以

“长阳秀带”在线新经济生态园为引

领，用三年时间全力打造城市数字化

转型产业首选地、人才蓄水池、业态创

新炉、集成应用场、制度先行区。区相

关部门推出适合在线新经济的企业登

记注册、多渠道灵活就业、负面清单管

理等服务模式和配套政策，聚焦培育

新业态、新模式，积极为在线新经济企

业发展营造最优的环境、提供最好的

服务。

按照“一带两园”的空间布局，“长

阳秀带”在线新经济生态园将在杨浦

滨江南段聚力打造在线新经济“总部

秀园”，滨江北段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打造在线新经济“研发创园”。

目前，园内各重点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今年1月，字节跳动总部基地举行奠基

仪式；7月，哔哩哔哩新世代产业园开

工，建成后将作为其全球总部。

今年初，“在线新经济未来人才实

验室”也在杨浦滨江启动建设，将推进

高校供给侧与企业需求侧精准对接，构

建青年人才培养、创新项目孵化、重点

产业培育的良好生态。预计到2025年，

该实验室将吸引10家以上高校、20家以

上企业、30位以上行业顶尖导师入驻，

孵化40个在线新经济优质项目，培育

5000名在线新经济青年人才。

配合生态园发展，周边基础设施配

套进一步落地。目前已启动“滨江南段

公共交通组织方案研究”，构建“轨道交

通+地面公交”多模式、多层次的公共交

通系统，提升滨江交通运行品质。“双千

兆”网络、边缘计算节点等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建设。

去年6月，新时代上海互联网企业

党建创新实践基地在杨浦滨江“绿之

丘”建成开放。通过建立重点互联网企

业党组织联系指导机制，推出职能部门

带动互联网产业链、互联网上游企业带

动下游企业的“双带”行动，以党建引领

推动互联网企业健康发展。

打造在线新经济产业首选地

常有人形容杨浦：推开窗就能闻到

创新的气息。作为第三届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主会场场地，长阳创谷

如今已是众多创客的集聚地，近200家

双创领军企业和极富双创特征的中小企

业入驻其中。百年纱厂的老厂房成了为

知识工作者打造的Campus创新创业街

区。长阳创谷的转型故事，正是杨浦区

多年来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激

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的缩影。

杨浦区拥有丰富空间载体资源、高

校智力资源和良好的双创生态系统，多

次被国务院评为双创示范基地。《2021

年杨浦双创示范基地指数报告》显示：杨

浦 区 双 创 指 数 达 288.8，同 比 增 长

10.5%，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近年来，杨浦区坚持拉长“长板”，做

创新主体的“最佳合伙人”。全力支持高

校、科研院所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

攻关，不断强化创新策源功能。去年又发

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杨浦区大学科技园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化大学科技

园成果转化、辐射带动等功能。升级优化

营商环境5.0版方案，推出150项改革举

措和10个特色品牌，全力当好各类企业

的“首席服务员、最佳合伙人、金牌店小

二、全程护航者”。

创新已成为杨浦的特色标签之一。

杨浦区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6年

的55件提高到2021年的120件。截至

目前，杨浦区列入国家级“专精特新”企

业23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258家，

高新技术企业1104家，均列上海中心

城区第一。

持续优化双创生态系统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刘力源

为了让区域内高校的创新资源充分

辐射至社区，为基层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智力支持，近年来杨浦区探索建立了包

括社区政工师、规划师、健康师，社区党

建顾问、治理顾问、法律顾问在内的“三

师三顾问”协同治理机制。借助同济大

学优势专业的师资力量，杨浦在全市率

先推出社区规划师制度，为社区空间增

色增值，形成了辽源花苑“一脉三园”、

NICE2035未来生活原型街、“人人屋”滨

江党群服务站、翔殷路491弄“大象乐

园”等精品治理样本；邀请复旦大学、同

济大学等区域内10所高校及阿基米德、

哔哩哔哩、东方网等企业的专家学者、专

业人士担任“社区政工师”，以主讲人身

份扩大思政传播范围；聚焦社会健康管

理新要求和人民群众运动健康新需求，

杨浦区与上海体育学院共同推出由奥运

冠军、金牌教练、科研团队组成的社区健

康师队伍，定期深入党群服务中心及站

点，提供运动营养、科学健身、伤病防护、

心理调适等多样化服务项目。

此外，杨浦区探索建立了社区党建

顾问、治理顾问、法律顾问制度，让高校

专家的成果和技术进一步转化为社会治

理的良策妙招。2021年底，“三师三顾

问”品牌获评“百优庆百年”上海城市基

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

“三师三顾问”提供智力支持

地区生产总值

过去10年由1235.1亿元

跃升到1951.32亿元

区级财政收入

过去10年从70.97亿元

增加到143.01亿元

杨浦滨江区域

近六成共计7.46平方公里
土地全力建设“长阳秀带”

杨浦滨江网红打卡地“绿之丘”，由上海烟草公司机修仓库改造而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