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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居民区具体情况，
以1平方米马桶入户
为核心、楼内建设合
用卫生间为辅助、弄
内建设公用卫生间
为补充三种方案，解
决居民如厕难问题

左图：赵秋芳家终于有

了崭新漂亮的卫生间，还用

上了抽水马桶、电热水器和

洗衣机，老人脸上露出了欣

慰的笑容。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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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获批
将形成“一心一核、多圈多点、森林绕城”空间格局 满足人才居住需求

备受关注的 《张江科学城建设规

划》 经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后，近
日已由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复。 未来，张
江科学城将形成“一心一核、多圈多点、
森林绕城”的空间格局，规划范围内拟

新增住宅建筑面积约 920 万平方米，其
中 890 万平方米用于租赁住宅，以满足

科学家和科创人才的居住需求。

以张江高科技园区为基
础，总面积约94平方公里

张江科学城的规划定位，是以张江

高科技园区为基础，转型发展成为中国

乃至全球新知识、 新技术的创造之地，
新产业的培育之地；成为以国内外高层

次人才和青年创新人才为主，以科创为

特色，集创业工作、生活学习和休闲娱

乐为一体的现代新型宜居城区和市级

公共中心；成为科研要素更集聚、创新

创业更活跃、生活服务更完善、交通出

行更便捷、生态环境更优美、文化氛围

更浓厚的世界一流科学城。
张江科学城规划范围北至龙东大

道 、东至外环-沪芦高速 、南至下盐公

路 、西至罗山路-沪奉高速 ，兼顾国家

量子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要求，总
面积约 94 平方公里，将以“一心一核、
多圈多点、森林绕城”谋篇布局。

“一心”，即依托川杨河两岸地区和

国家实验室，形成以科创为特色的市级

城市副中心；“一核”， 即结合南部国际

医学园区，形成南部城市公共活动核心

区；“多圈”， 即依托以轨道交通为主的

公共交通站点，强调多中心组团式集约

紧凑发展；“多点”，即结合办公、厂房改

造设置分散、嵌入式众创空间；“森林绕

城”， 即连接北侧张家浜和西侧北蔡楔

形绿地、 东部外环绿带和生态间隔带、
南侧生态保育区形成科学城绕城林带。

用地结构调整：居住用地
比例约20%

只有软硬实力兼具，一个产业园区

才有持续内生的生命力、吸引力，才可

能真正实现“产城融合”，加快张江科学

城用地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根据规划，
教育科研用地比例不小于 21%， 居住

用地比例约 20%，文化、体育等公共设

施和绿地比例不少于 16%。 同时，将进

一步提高产业、研发、公共设施用地的

兼容性和弹性，综合用途比例可研究提

高到 20%至 30%。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

满足科学家和科创人才的居住需求，规
划范围内新增住宅建筑面积约 920 万平

方米，其中 890 万平方米用于租赁住宅；

就地动迁安置房不超过 30 万平方米。
在交通方面，张江科学城路网平均

密度为 8 公里/平方公里， 公共活动中

心路网密度为 8-12 公里/平方公里。 近

期实施轨道交 通 21 号 线 和 机 场 联 络

线， 规划新增 27 号线和 S32 铁路东西

联络线，控制预留高科中路、军民路、陈
行公路、科苑路、申江路 5 条轨道交通

通道。
下一步， 有关部门将对照国际先

进水平，结合地区发展，进一步推进建

设张江科学城专业系统规划， 落实公

共交通设施， 确保各类市政设施的用

地和管廊控制。 同时，抓紧开展重点地

区城市设计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研究和

编制，集中力量推进国家科学中心的科

技创新项目、公共设施配套、公共空间、
基础设施等重点建设，促进地区有序、协
调发展。

是科学城，也是宜居的大社区
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范围内新增890万平方米租赁住宅，

预示从“园”到“城”的升华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今年 5 月 8
日，《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 （征求意见

稿）》对外发布。而近日正式批复的文件

与之相比有哪些变化？变化背后又蕴藏

着哪些信号？记者昨天专访了本规划项

目编制负责人、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柯。
“规划范围内新增住宅建筑面积约

920 万平方米，其中 890 万平方米用于

租赁住宅。 ”这是正式批复文件新增的

核心内容，也是保障“住有所居”的又一

举措，预示着张江科学城欲完成从“园”

到“城”的升华，首先要过这道关。
卢柯表示 ，事实上，张江科学城的

住宅需求向来高度旺盛， 尤其是人才公

寓的缺口很大。 因此，规划制定团队进

一步挖潜住宅空间， 将从两个层面发

力：其一，依托张江科学城现有的 94 平

方公里面积， 大规模增加住宅供给；其
二，充分利用周边北蔡、唐镇等新市镇，
为科学城人才居住配套献一份力。 这意

味着， 张江科学城鼓励通过城区内外联

动的方式， 为园区中工作的人群提供多

样化的选择。

换算下来，张江科学城新增住宅中

将有九成以上用于租赁。 卢柯解释，每
年科学城吸引一批又一批的科研人员

前来深耕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居住时

间以短期或中期居多，考虑到这些现状

特点，就不难理解加大供给租赁式住宅

的意义———这是与其他产业园区截然

不同的特质。
未来的张江，不但是“科学城”，更

像是一个宜居的“大社区”。 7 月 24 日

下午，上海首批公开出让的两幅租赁住

房用地在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成交，其

中一幅就位于浦东张江，采取“只租不

售”模式，土地面积约 6.5 公顷，可建建

筑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 最终由上海张

江（集团）有限公司竞得，将用来建设国

际社区人才公寓，优先为各类创新创业

人才提供居住配套服务。租赁式住宅如

何建也要进行一番研究。 卢柯分析，在
城区内工作的人， 既有刚毕业的大学

生、年轻的单身人士，还有科学家、企业

高管，每个群体对居住面积、户型的要

求都不一样，必然要投其所好，使分配

和设计更加科学。 此外，张江科学城还

将大力提高教育科研、居住、公共服务

设施、绿地等用地比例，地上地下统筹

规划。
据了解，《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前

期研究始于 2015 年， 主要开展现状和

需求调研工作，项目真正启动是在今年

4 月。 目前，随着规划获得批复，宣告第

一阶段的“赛程”渐近尾声。 当然，这是

一个永远行进的课题。

静安寺街道144户居民告别手拎马桶

昨天上午，随着常熟路边小倒口的拆

除，静安区静安寺街道辖区内最后 144 户

居民正式告别使用手拎马桶的生活。

住在市中心，如厕却是难题

静安寺街道位于上海市中心， 高端

商务楼鳞次栉比。但这里老房子也多，居
民住宅大都是六七十年前的新式里弄、
花园洋房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建成的老式

高层，甚至有房龄百年的老住宅。老房子

虽然有着特有的美和魅力， 但也有其特

有的难处和痛点。
去年年底，经过排查摸底发现，静安

寺街道还有 144 户居民日常使用手拎马

桶，分布在海园、景华、愚谷村、百乐等八个

居民区的角角落落。 这些存量手拎马桶，
都是以前旧改留下的“硬骨头”，缺乏建设

空间、房屋结构不佳，甚至管道排布难等问

题一直困扰着街道的“梦想改造家”。
赵 秋 芳 家 此 次 成 为 144 户 受 益 家

庭之一。 三代同堂的赵阿姨在景华居民

区住了 34 年，三代人蜗居在一套 12 平

方米的屋子内，用她的话说，“吃喝拉撒

睡都有困难”。 如厕成了家里最尴尬的

时刻，家人只能在便盆中方便 ，然 后 拿

到马路上的小倒口倾倒 。 赵阿 姨 一 家

也曾想过安装抽水马桶 ， 无奈 房 间 面

积不大 ，一家四口居住已感局促 ，只得

作罢 。
面对重重困难， 居民区干部细致地

摸排走访， 根据居民区如厕难情况形成

“一户一表”。同时，相关职能部门深入一

线勘测，最终确定解决方案。

沟通社区单位，破解如厕难

在赵秋芳家附近排摸的过程中，工

作人员发现，弄堂一墙之隔的地方，是街

道社区单位金威物业的闲置场地。 在工

作人员的积极沟通下， 金威物业欣然同

意将闲置场地划出一块， 用于建设卫生

间。为确保施工顺利进行，小区自治共治

理事会多次召开协调会，听取居民意见。
依照卫生间最低面积标准， 结合现

场情况，工作人员制定了相应计划，迅速

投入施工。很快，赵秋芳家迎来了一座崭

新漂亮的卫生间———鹅黄色的瓷砖、崭

新的马桶……这个方便实用的卫生间将

由赵秋芳全家和其他三户家庭“共享”。
事实上 ，144 户家庭的情况各有不

同。根据不同居民区的具体情况，街道会

同房管局、置业集团等进行再梳理，以 1
平方米马桶入户为核心、 楼内建设合用

卫生间为辅助、 弄内建设公用卫生间为

补充三种方案，解决居民如厕难问题。静
安寺街道党工委书记叶智坚介绍， 通过

居民腾出自有空间建设 1 平方米马桶间

的方式， 最终有 100 户居民家实现了入

户独用改造。

签下协议书，共同维护环境

在自治共治理事会的协调下，赵秋

芳和其他几户受益居民达成使 用 及 日

后维护协议，并明确了责任意识。 协议

书签订之后，受益居民纷纷主动募集自

治共治金，用于以后的设施维护和楼组

建设。
对于 2 平方米的“共享厕所”，四户

家庭协商确定使用分配方案， 还在里面

安装了洗衣机和淋浴龙头， 原本困难的

洗衣、淋浴问题也迎刃而解。
景华居民区 党 总 支 副 书 记 张 寒 韵

说，在充分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之后，自治

自管营造美丽家园成了更多居民共同的

目标。 “小区环境变了，更多居民参与到

了小区的自治工作之中。 ”

（上接第一版）
在各大高校备受追捧的 “大师剧”，

被业界人士视为一股清流。 “大师剧”
没有花哨的舞台装置， 没有大牌名角上

场， 却在人性温暖和人文关怀上胜出一

筹， 以有筋骨、 有思想、 有温度的作品

征服了年轻人的心。

“大师剧 ”为什么能那么
火？ 艺术消除了年代感，直抵
心灵

眼下， 随着沪上高校 “课程思政”
教改不断深入， “大师剧” 已逐渐作为

生动的教案和素材， 成为大学生思政教

育的有力支撑， 形成艺术与高校思政工

作的同频共振。
“大师剧”为什么这么火？ 上海交通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施索华告诉记者， 如今的在校大学生大

多是“95 后”，他们思想活跃 ，接受新事

物快，更愿意表现自己的个性。 “如果大

学思政课一味地去灌输， 去讲授理论知

识，对有些年轻人来说，未必能入耳入脑

入心。而像《钱学森》这样的‘大师剧’，能
将理论知识融入典型人物和典型 情 景

中，有助于理解、消化和掌握思想政治理

论的基本观点。从育人效果来看，更容易

获得高校学子的心理认同。”她的思想课

教学团队就引入钱学森的故事来 阐 释

“小我”和“大我”之间的辩证关系，受到

了大学生的欢迎。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教授邱夷平曾和

学 生 们 一 起 去 看 《钱 宝 钧 》 ， 他 直 言

“看完后感动不已， 非常励志”。 邱夷平

说， 像钱宝钧等一批上海教育史上里程

碑式的人物， 他们的为人为学本身就体

现着大学精神。 比起自己读人物传记或

者通过参观等活动了解老校长的事迹，
艺术是一种更好地带着学生回到过去的

形式， 很容易就消除了这些人物的 “年
代 感 ” ， 直 抵 学 生 的 内 心 。 通 过 观 看

“大师剧”， 年轻人更能被打动， 受到大

师精神的感召。
在创作过程中， 创作团队更是精益

求精。 为了凝练人物故事， 收集一手素

材， 《钱宝钧》 的创作团队成员先后查

阅图片 300 余张、 文字资料近 50 万字，
还走访了东华大学的教授、 钱宝钧的家

属以及相关专家 320 余人次， 着力准确

呈现钱宝钧的人生经历和精神情怀。

“讲台 ”与 “舞台 ”形成高
校思政教育的双通道

校园里的 “大师剧”， 既为师生们

创设了一个艺术实践的舞台， 本身也是

一个生动而真切的思政课堂。 因为不少

老师和学生是 “大师剧” 的观众， 也是

排演者、 创作者、 传播者。 在全情投入

创作中的过程中， 师生们感悟到大师的

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
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学生万一

说， “参演 《钱学森》 这部剧， 对我来

说不仅仅是一项演出任务， 更影响了我

自己的人生轨迹。 曾经， 出国留学对我

而言意味着获得高薪工作和安逸生活，
而现在我觉得， 学成回来、 报效祖国才

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 《清贫的牡

丹》 里， 饰演了王振义妻子谢竞雄的黄

海燕说， “站在台上用心演绎王爷爷的

一生， ‘余于病患， 当悉心诊治， 不因

贫富而歧视， 要尽瘁科学， 随其进化而

深造， 以造福人类’ 的誓言掷地有声，
让我们心潮澎湃。”

高校“大师剧”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