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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展现浦东
开发开放奇迹

五集大型系列纪录片《浦东传奇》下周开播

本报讯 （首席记者王彦）五集大型系列纪录片《浦东传

奇》 将于12月17日起陆续在东方卫视和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

播出。 这是第一部全景展现浦东开发开放辉煌历程的大型纪

录片。 该片以独特的视角、翔实的资料和生动的故事，反映了

浦东开发开放28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也凸显了浦东

开发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样本意义与时代价值。

五集纪录片每集45分钟， 内容分别是 “到浦东去”“天际

线”“离世界最近的地方”“制造·智造”和“东岸新生活”。 这些

主题依次聚焦浦东最初的规划方案和跨江方式的转变， 陆家

嘴天际线的形成过程，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历程和制度创新，以

张江和金桥为代表的上海科创崛起之路， 以及浦东丰富多彩

的艺术文化生活和环境保护等各方面。

成就背后， 无疑是万千浦东建设者的兢兢业业与无私奉

献。为了还原当年开发者们的筚路蓝缕，主创团队走访了近百

位专家，其中许多是类似南浦、杨浦、卢浦大桥总设计师林元

培院士这样的浦东开发开放亲历者。纪录片通过这些亲历者、

学者、专家的讲述，还原出浦东一个个奇迹背后的惊心动魄。

真实的影像与真实的讲述，共同织就浦东传奇。观众将看

到，开发开放28年以来，浦东以坚实的步伐，始终走在发展的

前沿、时代的前列，创造了数十个全国第一：第一个保税区、第

一家外资银行、第一个自贸区……这些“第一”，犹如一次次

“破冰”，它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

值得一提的是，摄制组用4K拍摄技术，力求展现最美的

天际线。 为了与之对比，主创还埋首旧片库，挖掘整理出大量

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包括一段1911年的影像资料。从彼时画面

上可以直观看到，百余年前的浦东就是一片滩涂。

纪录片由上海广播电视台、 浦东新区宣传文化发展基金

支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频道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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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最老街道40年惊艳蝶变
从危棚简屋连片、渡口钢轨横叉，到潜力无限的后世博区域

“刚搬来的时候，这附近一栋高楼都没

有，全部都是农田。”站在自家房子的顶楼，

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的居民俞国栋忍不住

又拿起自己的手机拍起照片来， 不远处的

中华艺术宫、世博轴、卢浦大桥等在湛蓝天

空的映衬下， 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情愉悦的

风景画。

俞国栋居住的这栋楼房共有12层，属

于浦东第一批兴建的高层住宅。 上世纪80

年代， 不少原本蜗居在浦西石库门里的家

庭搬迁至此，住上厨卫独立的新村楼房，从

此开启了全新生活。

从一个民间渡口，到一片林立住宅；从

危棚简屋连片的老旧城厢， 到举世瞩目的

世博会举办地；从钢厂烟囱高耸、渡口钢轨

横叉， 到潜力无限的后世博区域……周家

渡，这个浦东新区最老的街道，用一个甲子

的时间承载了许多变迁， 尤其是改革开放

的40年间，它的蝶变更是惊艳世人。

世博会按下发展“快进键”

周家渡街道的“年纪”比浦东新区都要

大上不少，1958年街道成立时隶属原南市

区。看着眼前高楼林立、生机勃勃的社区面

貌，很多人可能很难想象，改革开放前期，

这里曾经是一片危棚简屋， 几代人挤住在

废材料搭起的棚子内并不稀奇。

浦东开发开放后，辖区调整，川杨河以

北的农村郊区也划入街道管辖。那个年代，

文明创建给街道的发展提出了一道难度颇

大的考题。

“1999年我们试点建设文明小区，光是

垃圾就整理出来165吨。”原白莲泾居委会党

总支书记江君芬谈及过往， 依然感慨万千，

“当时只有挨家挨户宣传动员， 让大家改变

原来的生活习惯。 见缝插绿，路两边搞垂直

绿化，老百姓用85株吊兰把小区扮靓了。 ”

2002年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 周家渡

成为世博会主会址， 街道动迁安置了白莲

泾、东书房等居委超过6000户居民。江君芬

说：“心里哪怕恋恋不舍， 也要道一声 ‘再

见，我亲爱的周家渡’。 ”

世博会按下了整片区域发展的 “快进

键 ”：浦东南路扩宽 、东明路整新 ，卢浦大

桥、西藏南路隧道先后建成通车，原世博园

区腾笼换鸟，招徕企业再次腾飞。如今的周

家渡已经焕然一新， 原来的老旧城厢早已

脱帽，变成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好选择。

更多人走进社区“大客厅”

从下往上看像飞碟、 从上往下看像贝

壳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与中华艺术

宫毗邻相伴，已成为周家渡的两大新地标。

那一束银玉白，那一抹“中国红”，不仅是浦

东发展的标志， 也承载着周家渡老百姓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每天早晨，我最爱做一件事情就是推

窗看一眼不远处的‘中国红’。”邹维琪上世

纪70年代搬迁到周家渡， 说起这片区域40

年来的变迁， 最有感触的除了日新月异的

城市面貌，就是更有温度的社区服务。

邹老伯的爱人喜好书法绘画， 两位老

人时常要跑去社区生活服务中心会一会老

朋友。他们居住的上南五村，借用这个家门

口的中心的文化功能优势， 为社区居民提

供展示作品的舞台、艺术交流的平台、促进

邻里沟通的空间。越来越多的居民发现，自

己的生活与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的交集不断

变大。

这个多功能公共空间的变化源自一场

改革：2009年3月， 周家渡在浦东首创社区

服务模式，建起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文化

中心和社区医疗中心， 让居民步行15分钟

就能享受到所有社区服务。 看似简单的举

措 ， 带来的却是社区管理模式的巨大变

革———随着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推进，街

道不再需要搞招商引资， 可以全心全意为

居民服务了。于是，曾经的街道经济中心改

头换面，成了老百姓的“大客厅”。

功能丰富的空间、形式多样的活动，更

多人愿意走进社区大家庭， 老年人畅谈弹指

一挥间的峥嵘往昔， 中青年一代牵着儿孙参

与到社区亲子活动， 楼组之间的情感纽带又

因为“家庭小党校”、文明特色楼组创建、睦邻

楼组集市等活动载体得以升华。

老小区谱写精细化管理新篇章

就在去年12月， 周家渡街道提出全面建

设“五美五好”的发展目标，率先试点打造美

好样板居民区，以点带面，逐步实现标准化样

板居民区的高品质，能复制和能推广。

昌里花园家门口服务站打造了一个 “像

家一样的”公共文化空间，兼具法律与健康咨

询、文化悦读、家庭烘焙、美学静养等多项服

务功能。

云台二居民区经专家学者、政府部门、社

会组织、居民群众现场勘查、共商议事、多方

研讨，正着手实施“一环、一心、两轴、多节点、

微循环式”建设方案。 所谓的一环，由文化健

身步道与“珍珠链”式的休憩点构成；一心就

是中心花园， 多节点指的是各个小区明星位

置的景观节点。这一老旧小区的“逆袭”，将谱

写城市精细化管理与服务的新篇章。

目前，周家渡亮出了46类303项“美好周

家渡”的具体建设指标，通过调研不断破解精

细化管理瓶颈， 逐步绘就人人参与、 人人负

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美好生活画卷。

“时光博物馆”重温40年上海奋斗历程
全国巡展首站落户申城

“时光博物馆”（上海站）昨天在长宁区

来福士广场开馆。 不同于传统的图片或影

像展示方式，“时光博物馆” 搭建起衣食住

行的经典场景，让观众置身于鲜活、可触碰

的历史当中，重温激情澎湃的40年。

上海是“时光博物馆”全国巡展的首站，

此前，“时光博物馆”率先在北京亮相。 从北

京到上海，“时光博物馆”不仅充盈着时光的

味道，也透出阿拉上海的气息。据悉，主办方

特意从上海市收藏协会借出一批展品，充实

上海站的展出，总件数超过60件。

记者在“时光博物馆”里找到不少“上

海制造”的老字号。果盘里堆满了大白兔奶

糖，永久自行车驮着光明牌冰棍箱，三五牌

座钟摆在了五斗橱上……一件件熟悉的老

物件儿，勾起了上海市民的美好回忆。上海

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 ，“上海制

造”曾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截至目前，上海

的“中华老字号”和“上海老字号”共计220

多个， 是拥有全国老字号品牌数量最多的

城市。

几十年过去了，老字号并没有沉寂，更

不会只停留在“时光博物馆”里。 今年9月，

大白兔奶糖味润唇膏在电商渠道试水首

发，第一批920支被消费者“秒杀”抢空。 77

岁的永久牌自行车更“不服老”，搭上电商

快车后，爆款山地车已售出26万辆。回力牌

球鞋、 上海牌手表都成了潮牌新宠，“祖母

级”的百雀羚蓝罐面霜在欧美被卖成了“奢

侈品”。老品牌、老字号老当益壮再出发，擦

亮了“上海制造”的金字招牌。

“时光博物馆”里还有三堵网红墙———

“聆听时光”“岁月流金”和“阅读时光”。 在

网红墙前，人们争相合影，感受与音乐、影

视、阅读如影随形的时光。记者在网红墙上

找到了上海中国唱片厂、 上海音像公司早

年的流行音乐卡带； 发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出品的动画片； 当然还有 《长恨歌》《繁

花》等诉说着上海故事的小说。 “为了贴合上

海文化之都的气质， 此番特别增加了阅读时

光板块， 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经典书

籍。”主办方告诉记者。如今，“上海文化”的金

名片正在闪耀世界：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中

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打开大门， 欢迎四方艺术

家上演新品力作 ；上芭的 《天鹅湖 》、上昆的

《临川四梦》同时开启欧洲巡演，收获了世界

观众对上海、对中国文化的全新认知。

改革开放40年既是国的40年， 也是家的

40年，是每个人拼搏奋斗、共创美好生活的40

年。在展馆中，浓缩了上海市民生活图景的上

海特展———声音博物馆格外引人关注。 游客

们可以听到40年前弄堂口传呼电话亭传来的

叫唤声、30年前外滩的钟声、地铁一号线首批

乘客的交谈声等历史的老声音。除此之外，馆

内还展出了反映改革开放40年间上海市民生

活变迁的老照片， 用视觉与听觉还原了上海

40年的发展历程。

“时光博物馆”与其说是一个陈列馆，不

如说更像一个沉浸式影院， 每个放映厅播放

着不同年代的立体电影， 让年代记忆成为可

触碰、可感知的实体，让人们置身于鲜活历史

当中， 感知改革开放40年上海奋楫争先的光

荣岁月。

改革开放 40 年间，浦东周家渡街道焕然一新，变成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好选择。 （周家渡街道供图）

观众在反映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们衣食住行变化的奇妙时空屋里重温儿时记忆。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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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塘的尽头，历史的滩涂，富庶

的家园，美丽的乡土，幸福的亲情，和

睦的村落，没有华丽，只有淳朴。”这是

对昔日航民、 今日航民和明日航民最

真实的描述。曾经的猪圈牛棚、泥泞小

道、低矮茅舍早已无处可寻，取而代之

的是一幢幢楼宇、一栋栋小洋房，还有

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全村没有困难户，

家家都是富裕户， 孩子从小学到高中

学费村里全包， 考上大学发奖金还管

生活费，村民医保、养老全包，年底个

个有分红，城里姑娘抢着嫁到村里来。

40年前远近闻名的“光棍村”，如今

一跃成为浙江省的“首富村”。用航民村

领头人朱重庆的话说，靠的是“改革开

放遇上好政策， 始终如一坚持集体经

济，坚持共同富裕这条路不动摇”。

小舢板变巨轮

萧山东部有座航坞山， 相传很久

以前，钱塘江流经航坞山归入大海，越

王勾践修筑都城，曾采石于此，江边设

有停泊船只的船坞。 “航民”的先民聚

居在航坞山旁，故得名航民村。航民人

主要以打鱼为生， 穷得远近闻名，到

1978年，全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仅148

元，“是一个‘倒挂户多、缺粮户多、光

棍汉多’的‘三多村’”。 航民村党委书

记、 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重庆说， 当时的航民村只是萧山

县瓜沥镇的一个生产大队， 人均不到

半亩田，一半种水稻，一半种络麻，中

间插一茬萝卜，基本温饱都成问题。

1979年，26岁的朱重庆还是大队

会计， 航民大队党支部开会学习贯彻

萧山县委 《关于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公报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公社

大队可以兴办社队企业。 “在萧绍地

区，‘三缸’（酒缸、酱缸、染缸）是赚钱

的营生。经过多方考察和激烈讨论，大

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筹建漂

染厂。 ”朱重庆介绍，于是全村上下东

挪西借凑了6万元，漂染厂建了起来。

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才法把村里的青年后生筛选了一

遍，最终锁定了朱重庆。“我和老支书的想法一样，一定要让航

民人有饭吃，有工作，过上好日子！ ”航民村真正开始起航。 到

1982年利润便突破一百万元，成为当时萧山第一个“百万富翁

村”。 “利润的30%留作村用，70%投入再生产，就有了1987年

的织布厂、1988年的染料化工厂。 ”朱重庆说，此后大厂带小

厂，老厂带新厂，走出去，请进来，成功办起一个又一个企业。

航民集团逐步发展出以纺织、印染、热电、黄金饰品等行

业为主体的多门类工业体系。2004年8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大厅敲响了“航民股份”上市的锣声。 航民这只原本停泊

在钱塘江边的“小舢板”，终于载着航民人的梦想扬帆远航，成

为驶向广阔海洋的一艘巨轮。

从“口袋鼓”到“脑袋富”

2017年，航民集团产值133.8亿元，利润9.1亿元，净上交国

家税收5.5亿元，村民人均收入63500元。 39年间，航民坚持壮

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创造出富有传奇色彩的“航民

模式”，先后被授予浙江省“文明村”“模范集体”“全面建设小

康示范村”“首届魅力新农村”， 以及全国 “村镇建设文明村”

“中国经济十强村”“中国十佳小康村”等称号。

经济实力越来越强，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家家户户

住别墅、用电用水都补贴、大米凭票领、考上大学报学费、消遣

娱乐有去处、老人能拿养老金。 ”几句话基本上能概括航民村

人的幸福生活。

你多久进一次电影院？20多岁的铁杆影迷小孙的回答是，

新片上映，场场不落。他几乎每天都会去单位工会问当天有没

有电影票，有票就领，没票就自掏腰包———票价只要5元钱，却

是一线影院的享受。航民人可不只有影剧院。建于1996年的村

文化活动中心，占地10亩，投资1700万元，里面除了影剧院，还

有游泳馆、阅览室、舞厅、网吧和老年活动室。阅览室除了自购

的1.5万册藏书外，还与萧山区图书馆建立了合作关系。

“首富村”的村民，要保证脑袋也和口袋一样富裕。朱重庆

说，用多劳多得发展生产，用社会福利保证公平，航民村的富

裕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本报杭州12月14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