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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
应勇在崇明区调研指出要接续实施世界级生态岛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昨

天在崇明区调研时指出，崇明在全市发

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独特

的价值，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

住建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的

机遇，接续实施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在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筹办花博会等方面

持续用力，推进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

展，努力建成长江经济带生态大保护的

标杆和典范。

位于崇明岛东部的长江口中华鲟

自然保护区，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

华鲟唯一的“幼儿园”。上午，应勇与副

市长彭沉雷一行来到保护区， 听取中

华鲟等珍稀水生动物抢救保护、 长江

口生态修复、 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等

情况介绍。 透明巨型水箱中，中华鲟、

胭脂鱼等自在遨游，饲养员巡回喂食。

市领导察看中华鲟照护情况， 感谢工作

人员的长期坚守奉献， 鼓励大家保护好

中华鲟，当好长江口生态卫士。

崇明岛的绿色生态农产品在市区广

受欢迎， 一批现代化的合作社正扎根宝

岛、深耕农业。 市领导来到中兴镇万禾农

业合作社，察看绿色有机农产品，了解合

作社“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以及带动

农民就业增收情况。该合作社每年种植销

售 150多种有机蔬果、不用化学农药和化

学肥料的“两无化”水稻 1000 余亩，带动

了当地 500多户农户。 应勇说，崇明要把

绿色生态农产品作为发展方向，大力发展

规模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现代农

业，全力打响“两无化”特色品牌。 市领导

还听取新落户崇明的现代农业项目介绍，

察看崇明绿色农资商店，要求加快推广使

用绿色生产资料，逐步实现化学农药和化

学肥料不上岛。

美丽乡村建设正在上海的郊区不断

推进。 应勇来到港沿镇鲁玙村，这里生活

垃圾定时定点清运，道路干净整洁，房前

屋后花草茂盛。 睦邻点内，村民们正围坐

在一起制作手工虎头鞋，市领导询问大家

生活和收入情况， 祝村民们日子越过越

好。农民相对集中居住是实现土地集约利

用的重要途径。竖新镇正在建设崇明首个

农民集中居住项目， 低区住宅已结构封

顶。 市领导察看项目规划，详细询问房屋

类型、配套设施等情况。

在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市发展改革

委、崇明区、光明食品集团、上实集团分别

汇报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第四轮三

年行动计划和生态岛建设相关情况。

应勇指出，生态是崇明的立岛之本、

发展之基。近年来，崇明生态优势不断夯

实，生态产业发展力度持续加大，生态体

系和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生态发展效果

不断显现。 崇明要在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上持续用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更

加务实的作风， 抓好第四轮三年行动计

划的落地实施。要保持战略定力，紧紧咬

住生态建设这个根本， 所有工作都要围

绕筑牢生态基础、保护生态空间、厚植生

态优势、提升生态能级来开展。要打牢生

态本底，补好林、土、水等方面短板。要抓

牢重大项目， 加快推进轨交崇明线等项

目开工建设。

应勇指出，崇明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上持续用力，杀出一条现代农业发展的

血路、 闯出一条生态经济发展的新路，建

设好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农业

发展要提升价值， 不断优化农业生产方

式，逐步实现全岛农产品“两无化”生产。

农村建设要提升颜值，稳妥推进农民相对

集中居住，引导和保护好乡村风貌。 农民

生活要提升品质，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

入，做好新一轮农村综合帮扶。 要在筹办

花博会上持续用力，发挥好花博会在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生态产业发展等方面

的综合效应。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

支持崇明发展，市级部门、相关国企要与

崇明区形成更大合力，推动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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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上海系统梳理乡村建筑元素
调研专家提出，郊区传统民居建筑与四大建筑文化圈紧密相连

乡村振兴，改变往往从风貌开始。

长期以来，村民们自建房风格迥异，整

体风貌混杂， 与江南水乡文化形象格

格不入。如何让上海乡村还原本貌，是

非常关键的一步，前提在于溯源。上海

市规划资源局日前会同相关委办局组

织技术团队，对浦东、闵行等九个郊区

范围内1000多处乡村建筑进行系统梳

理，包括444处现存文物点，以及建成

50年以上的572个传统民居类建筑，挖

掘最原汁原味的上海乡村建筑元素。

历时四个月调查、覆盖全上海乡野，调

研成果 《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

普查和提炼研究》近日汇编出炉。

“这是上海首次系统全面地针对

郊区开展的文化脉络梳理和传统建筑

元素特征解析。”市规划资源局村镇处

负责人总结道。 调研专家试图打破当

下行政区划的藩篱， 抽离与叠加上海

传统民居背后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

社会文化成因， 提炼形成上海郊区四

大建筑文化圈的认知框架———冈身松

江文化圈、淞北平江文化圈、沿海新兴

文化圈、沙岛文化圈。 借助这份指南，

乡村建设者希望能指引上海乡村振兴

规划设计回归本位。

各区传统民居“角色”各不同

有人说，上海乡村建筑千村一面，

基于上海民居普遍具有的江南水乡特

点，整体风貌统一，具有十二大元素特

征———枕水而居、 错落排列、 院宅相

生、紧凑实用、粉墙黛瓦、质朴天然、虚

实有致、延绵缓起、穿斗抬梁、肥梁瘦

柱、古韵仪门、雅致雕镂。

然而， 上海乡村建筑又是千变万

化的。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十分鲜明，

连外行人都能看出差别。

崇明区民居周围必有一圈水沟，

大户人家四沟环绕， 而普通家庭仅挖

一条东西向的沟。有了沟，便能灌溉田

地、养殖鱼虾，还能排涝防灾、防火防

盗，从此农耕生活水深流缓。崇明人家

还延续着纺织土布的习俗， 嘤嘤如歌

的机杼声唱响了坚韧的劳动力量。 织

布机通常被放在灶间， 为了方便搬进

搬出， 崇明民居采用 “一窗一阘”形

式———大门框一分为二，一半为门，另

一半上方装窗，下方封闭。海岛风大雨

疾，只开小窗采光就可安心织作。一旦

要把织布机搬到室外， 门、 窗都可卸

下。 会过日子的崇明居民把质朴风格带

到了民居建筑上， 仅以白色或水泥砂浆

墙面铺陈，筑脊形式也十分简单。

青浦区民宅可用“见天地、入水色”

来概括。青浦古来因水路临近苏杭府镇，

人口稠密，因而民居布局紧凑，百姓在有

限空间中充分运用天井， 横天井、 方天

井、蟹眼井、小后院见缝插针，营造一方

宜人小天地，正所谓“见天地”的生活追

求；“入水色” 是指当地村镇肌理因水就

势，建筑布局临水界面灵动错落，与湖光

水色交融辉映。 青浦居民毫不吝啬装点

家宅，木雕、砖雕异常精美，门楼、墙头、

仪门萦绕着能工巧匠篆刻的如意纹、花

卉、仙鹤、凤凰，还有哺鸡脊、雌毛脊、分

段脊等屋脊争奇斗艳。正脊两端翘起，在

空中形成一道微笑曲线。

浦东、奉贤、闵行三区有大量绞圈房

子， 是比石库门建筑历史更悠久的上海

本土民居， 也是农耕社会家族聚居的产

物。 内院方方正正，活动空间很大，私密

性强。

松江、 金山两区民居则有不少四坡

顶，屋面硕大，檐口较低，能防风排水，是

比较朴实经济的建造方式； 嘉定区民宅

的天井一般尺度较小， 在防御年降雨量

800毫米的同时， 可满足采光和日照，大

宅设有花篮厅，柱首皆雕有花篮；宝山区

民居受前店后坊工作生活模式的影响，

形成墙门院落———两进一院落， 或多个

院落纵向叠加。

首度提出“四大文化圈”概念

“上海乡村建筑元素如此丰富 ！”

不少参与调研的专家感叹。 苏式民居之

精美、 绞圈房子之稀罕、 海岛民居之实

用……南北中西元素糅合交融， 如同一

部上海文化史。

是什么造就了上海郊区的建筑风格

呢？ 首先从自然地理环境来看， 冈身是

影响上海村落区域格局的主要成因， 这

条 “西北—东南” 走向的贝壳砂堤， 比

附近地面高出几米， 走向略似弯弓， 把

上海乡村分成河口三角洲、 东部滨海平

原区、 西部湖沼平原区。 其次， 水系变

迁也改变着整个区域发展形态， 最早吴

淞江一家独大， 尔后逐渐萎缩， 黄浦江

将之取代， 进而带动浦东发展。 另外，

公元前5世纪， 上海隶属吴越交界之地，

至开埠之前， 经历过17次大大小小的建

置沿革， 不同行政权属下形成了不同的

建筑风貌。

调研专家把上述条件叠加， 建立起

基础的认知框架， 即上海郊区传统民居

建筑与四个建筑文化圈响答影随———

冈身松江文化圈，指松江、青浦、金

山和闵行浦西， 在建置上与松江府关系

紧密，其地理环境、物产经济与太湖流域

的水乡地区具有一定相似性， 传统民居

建筑处于过渡地带， 富有苏浙融合的江

南乡居风格。

淞北平江文化圈， 以嘉定、 宝山为

主，地处吴淞江以北，历史上长期属于苏

州平江管辖，仪门、轩廊、抬梁、穿斗还有

内部装饰，符合苏州园林特色。

沿海新兴文化圈，包括浦东、奉贤及

闵行，位于黄浦江以东、以南。 因沿江靠

海，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吸收了西方建

造理念，因此，民居杂糅各地建筑元素，

呈现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

沙岛文化圈，以崇明为主，呈现典型

的沙洲岛屿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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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受中共中央委托，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

维华近日率调研组来沪开展以 “促进科

技型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的重

点考察调研。昨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李

强同武维华一行举行座谈。

李强详细介绍了上海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具体举措。他说，民营经济是上海高

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

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

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形

成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科技型

民营企业在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具

有独特优势，上海将打造更好生态、更大

舞台，一视同仁、做优服务，为科技型民

企在内的各类创新主体放权赋能， 让企

业更好专注创新、提升能级、发展壮大。 九

三学社智力密集、人才荟萃，希望调研组多

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

武维华说，这次就“促进科技型民营

企业高质量发展”来沪调研，重点围绕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

策部署，结合党派特色，聚焦科技型民营企

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研

究。 调研组将充分总结吸收上海支持民企

发展的经验做法，努力使调研成果助推民

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 上海市

领导郑钢淼、诸葛宇杰、赵雯参加座谈。

进一步加强代表议案办理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报告 殷一璀主持

本报讯 （记者祝越 通讯员龚宇一）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昨天

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代表议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等。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法制

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城市建

设环境保护委员会、 华侨民族宗教事务

委员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市十五届

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有关人事任免事项

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据介绍， 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共40

件，其中立法议案33件，监督议案7件；根

据审议结果，已列入今年市人大常委会立

法计划的有8件， 明确委员会今年开展立

法调研、建议政府今年开展立法调研或在

今年规章制定中吸纳的有8件， 建议政府

“抓紧、适时”开展立法调研的有13件。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

免案， 决定免去周波的上海市副市长职

务；任命吴薇、龚祖英、周景泰、魏蕊、宋

妍为市十五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任

命李富荣为市十五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委

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

毛放为市十五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免去其市十五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委员、 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

职务； 任命伏中哲为市十五届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委员； 任命任忠鸣为市十五

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

任命赵越让为市十五届人大城市建设环

境保护委员会委员； 任命黄有方为市十

五届人大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委

员， 免去其市十五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命于广辉为市

十五届人大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委员； 免去王爱芬的市十五

届人大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外事

委员会委员职务； 任命赵福禧为市十五

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

去其市十五届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职务； 任命王平为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人事任免工作）

委员会委员； 决定任命吴金城为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决定免去陈鸣波的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职务； 决定免

去白廷辉的市水务局局长职务。 会议还举

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由

闵行区选出的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市委原常委，上海市原副市长周波

已调离本行政区域。上海警备区选举委员会

决定接受王文立辞去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

定，周波、王文立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

法的有关规定， 王文立的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 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855人。

殷一璀指出，市人大相关委员会要进一

步加强对议案办理工作全流程管理和推动，

更加重视对代表提出议案的指导和服务，优

化大会期间代表议案处理流程和工作规范，

加强对议案落实情况督促检查，保护好代表

提出议案、行使这一重要权利的积极性。

殷一璀强调，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十分重要和紧迫。

本次会议首次听取和审议了相关工作情况

报告。 市人大相关委员会要进一步加强紧

密协作，加快完善备案审查信息系统，不断

提升审查质量和水平，探索将“两院”规范

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推动各区人大更好开

展该项工作， 让法制统一更好落实到基层，

争取这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常委会组成人

员听取和审议了本市2018年环境状况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充分肯定生态

环境工作成效并提出审议意见，请市政府认

真研究并及时提出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殷一璀指出， 市人大常委会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系列重要批

示指示精神，按照中央《通知》精神和市委

要求，在会议安排、履职调研、监督检查活

动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效出

发，提高调研和会议的水平和质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泽洲、 沙海林、

蔡威、高小玫、肖贵玉、莫负春出席。 副市长

宗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市监察

委、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列席。

围绕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创新履职
市政协开展专题学习 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 （记者周渊）市政协昨天

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 学

习会， 围绕中共上海市委 《关于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上海改

革发展新篇章的意见 》 开展专题学

习。 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董云虎主

持并讲话。

董云虎指出， 中央交给上海的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 是党中央立足全国

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是推动新

一轮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重大布

局， 是上海在新的起点上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机遇。 落实好三项新的重

大任务， 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的重中之重。 要进一

步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 不断增强思想

和行动自觉， 创新工作思路和举措， 立

足新的起点， 在创新创造上下功夫、 做

文章， 更加扎实地落实好三项新的重大

任务。

董云虎强调 ， 市政协要牢牢把握

“四个放在” 的工作基点、 “追求卓越”

的发展取向和 “富于创造 ” 的实践要

求， 紧紧围绕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创新履

职 ， 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 聚焦兴奋点、 找准发力点、 助推增

长点、 打造新亮点， 为创造性落实三项

新的重大任务献计出力。 要发挥政协优

势， 搭建更多平台， 创新有效载体， 积

极主动宣传相关重大政策举措， 争取有

力支持， 汇聚强大合力。 要找准建言资

政切入口和着力点， 瞄准全局性、 前瞻

性、 关键性问题， 及时反映真实情况，

客观反映实际问题 ， 持续深化研究论

证， 拿出有价值、 有分量、 有针对性的

履职成果， 做到建言建在关键处、 议政

议在点子上， 更好帮助市委市政府提高

决策科学性、 施政有效性。

会上，市社联主席王战应邀就“中央

交给上海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历史意义

和战略机遇”作专题辅导报告，市政协部

分专委会负责人作交流发言。

市政协副主席王志雄、 张恩迪，党

组成员、副主席李逸平、徐逸波、金兴明

出席。

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
（上接第一版） 着力推进正风肃纪，着

力解决和防止“灯下黑”问题，全面提

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切

实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 在始终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上作表率， 在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 建设让

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

关， 为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项事业发

展提供坚强保证。

意见指出，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围

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机关党

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坚持

以上率下、以机关带系统，充分发挥领导

机关和领导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坚持问题

导向，加强分类指导，注重精准施策；坚持

求真务实、改革创新，把握特点规律，切实

增强机关党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让乡村更乡村，未来大有可为
“上海乡村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

题在“知乎”上被浏览了 144 万次，生
成了 126 个答案。 在很多人心中，上
海是高大上的超级城市。 提问者的感
慨代表了大多数 ：“听说上海也有农
村，我感到不可思议！ ”

这些年， 上海城区不断向周边扩
张，郊区城镇化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但
乡村依旧大有可观： 上海 6000 多平

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乡村占了 85%。

让乡村更乡村。上海正有计划、有
步骤地提炼乡村建筑、 乡村文化的要
素和符号，形成“1+9”大调研。 “1”是
归纳和概括上海与苏浙皖有别的特
色；“9”是根植于上海九个涉农区，聚
焦历史与文脉积淀。在此基础上，通过
整合土地支持政策， 建设立足上海乡
村实际、富有乡村风貌特色、承载江南

文化内核的江南田园乡村， 进一步探
索“田沃宜耕，水清可濯，径通可至，林
幽可隐，景美可赏，人居可适，民富可
留，业优可达，乡风可咏”的江南田园
乡村建设路径。

未来的上海乡村， 不仅是重要的
居住空间，还将是乡村振兴、打响“上
海制造”和“上海文化”品牌以及吸引
创新创业群体的澎湃引擎。

上海不同地区的乡村建筑风格十分鲜明。 左上图为宝山民居。 右上图为浦东民居。 （均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