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海晨（右），上海援藏萨迦小组成员，萨迦县卫
健委副主任、县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获日喀则市优秀
共产党员、复旦大学优秀医疗援建工作者等荣誉。

■本报记者 付鑫鑫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本报记者 何易

品味城市文化底蕴，让欢乐融入日常生活

建筑可阅读、城市微旅行，上海旅游节明起举行
金秋时节 ，

一年一度的上海

旅游节即将如期

而至。 记者昨天

从市文化旅游局

获悉，第 32 届上

海旅游节主动适应疫情防控新要求，

适当压缩办节时间， 取消线下重大活

动，以线上活动为主，举办时间从 9 月

17 日至 10 月 6 日。

在 “人民大众的节日” 这一办节

主题下 ， 今年上海旅游节特别推出

“建筑可阅读、 城市微旅行” 主题， 围

绕 “建筑可阅读 ” 、 文旅 “惠民季 ” 、

“云上” 旅游节、 “上海故事” 城市宣

推、 “文旅商联动促消费” 五大系列活

动， 用 “全城接力、 全民参与、 全媒体

呈现” 方式展现上海旅游节 “金名片”，

助力提升城市软实力。

“倡导慢慢品味上海文化底蕴，感受

城市精细化治理下‘微更新’带来的‘新

惊喜’。”市文化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疫情对旅游行业带来的冲击在上海正变

成机遇，上海旅游节应时而变，不搞大型

聚集活动， 让欢乐融入市民游客日常生

活之中。

十二时辰全媒体大直
播，展示“建筑可阅读”

此次“建筑可阅读”将举行十二时辰全

媒体大直播。 从今天 21时至明天 21时的

24小时内，东方卫视、上视新闻综合频道、

上海新闻广播频率在重点时段并机直播，

看看新闻移动客户端、阿基米德、哔哩哔哩

（B站）等线上平台全程直播；上海广播电视

台 40余位主持人与众多达人，共同探访全

市 150余处各具特色的优秀建筑。 在深度

挖掘“建筑可阅读”价值、内涵的基础上，推

动“建筑可阅读”IP快速转化、快速破圈。

围绕大直播， 还将同步推出相关新

产品、新活动和新项目：发布上线“建筑

可阅读”官方微信小程序；发布“建筑可

阅读、城市微旅行”十佳线路推荐榜；发

布首届“建筑可阅读”十佳伴手礼；启动

“最受关注二十大优秀建筑”评选等。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 还将开通首

条“建筑可阅读”专线巴士。 专线巴士全

程约 80 分钟，行程 22 公里，共设五卅运

动纪念碑站、外白渡桥站、城隍庙站、金

陵东路码头站、东方明珠站 5 个站点，覆

盖站点周边及途经的优秀建筑约 30 余

处。市民游客乘坐专线巴士，可从浦西畅

游到浦东，把城市地标“一网打尽”。

“城市微旅行”活动策划推出十大海派

经典、体现上海城市软实力的微游线路，并

运用全媒体平台展示以经典建筑为核心的

城市打卡点。 以此倡导市民游客自发、安

全、根据自己喜好选择不同的微游线路。

82 家主要景区（点）实
行门票半价优惠

今年旅游节期间， 本市 82家主要景区

（点）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星级宾馆、中高端

民宿、特色小镇等推出特惠产品；推出黄浦

江旅游“惠民季”；联动本市公共文化场所、

博物馆、美术馆开展文旅惠民活动。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发起以华东

区高星级酒店餐饮及独家产品为主的

“玩转大上海”优惠放送活动，高德推

出游客出行补贴活动， 银联上海公司

推出“伴你游”支付特惠活动等等。

“乘坐游船饱览浦江两岸美景，坐

在滨江品海派美食， 悠闲的午后在黄

浦江边挑一本好书在咖啡香中享受慢

时光，夜幕降临后酒吧、时尚秀场‘听

见’上海别样的魅力，入住黄浦江畔的

特色酒店， 触觉之美的体验从这一刻

就开始了。”市文化旅游局资源处处长

朱国建告诉记者，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

间新推出的“五感”黄浦江之旅，将让

市民游客感受不一样的浦江之美。

2021 上海美食节 “海上传奇”活

动将带来沪上知名酒店的一系列特色

美食产品，邀请市民游客一同“畅游海

上华章、品味传奇美食”，感受这座城

市特有的海派文化底蕴与魅力。此外，

“文旅商联动促消费” 活动将推出一批

特色活动，首批“上海礼物”产品名录和

一批“上海礼物优选经营店”也都将在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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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主力军，浦东新区

国资国企正阔步迈开新征程———根据昨天发布的 “十四五”规

划，未来五年，其年均投资将保持在近千亿元高位，实现资产总

额、经营收入、净利润规模迈上“万亿、千亿、百亿”新台阶。

其中，开发投资约 90%集中在金色中环、特色园区、浦东

枢纽等重点区域， 产业投资约 90%集中在科技创新投资、民

生服务保障等重要领域， 将不断完善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配

套、打造产业载体空间、提升城市运营保障能力，在服务浦东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进程中， 持续做强做优做大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区域开发提速，标志性项目接连投入运营

浦东新区国资委副主任张昇平透露，“十四五”时期，区属

企业将围绕城市建设运营、产业集聚发展和人民品质生活，着

力打造转型升级和服务发展更多亮点， 不断提升老百姓的感

受度和满意度，“其中一大重头戏就是实施区域开发进度提速

工程，打赢金色中环等重点区域攻坚战，加快张江科学之门、

金桥壹中心等标志性项目建成运营，打造浦东靓丽新名片”。

“城”的建设上，坚持高水平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

高质量运营，浦东国资国企将助力开发区域出形象、出功能。

未来五年， 由国资国企投建的张江科学之门、 金桥壹中

心、浦东足球场等标志性项目将投入运营，老百姓可以直观感

受到以金桥壹中心为代表的金桥城市副中心长高了， 以浦东

枢纽为核心的祝桥区域通达了， 以科创园为主体的御桥区域

变美了。这样的区域还会有很多，家门口一些小更新的背后也

都有浦东国资的身影。

服务民生保障，投入力度超过去五年总量

浦东新区国资国企将在“十四五”持续做好服务民生这篇大

文章，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创新保障方式，投入力度会超过上一个

五年的总量。今后一段时间，老百姓将切实体会到社区菜场转型

升级，饮用水更加健康安全，交通出行更为智能顺畅，人才公寓

功能提升，这些都是区属企业服务保障民生的生动实践。

在保基本之外，民生服务更要在“质”上下功夫。 未来五

年，浦东国资国企将链接文化内核，科学会堂、信德文化中心等

陆续投运，滨江望江驿功能不断提升，持续打造更多市民休闲

文化会客厅；对接消费中心，前滩商业走廊、科学之门商业综合

体等投建运营，吸引更多知名品牌集聚；承接生态之美，完成楔

形绿地、郊野公园等大型绿地开发，不断加大绿地、林地建设力

度；嫁接数字资源，改扩建滨海污水处理厂，智能处理污水能力

实现翻番；加大科技投入，智慧公交运营总里程超 12亿公里。

“我们要聚力搭舞台、建平台，服务浦东的城市建设、产业

发展和人民生活。 ”张昇平表示，今年浦东新区国资国企全面

投入重点区域开发攻坚战、特色园区产业集聚立体战、数字化

转型升级战、城市功能提升持久战、民生保障提升战“五场战

役”，全力推进改革赋能、对标提升、品牌提质、监管提效、党建

引领“五项行动”，逐一细化各项任务举措，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精神，力争跑出加速度、干出显示度。

申城明起最高气温重回“3”字头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 随着台风

远去， 申城今起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

时有阵雨但降水微弱。 明天起再受副热

带高压控制， 天气转好， 最高气温也将

重回 30℃以上。

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本周五至

周日由于副热带高压逐渐西伸北抬， 上

海将受副热带高压影响， 天气转好， 气

温上升 ， 最高气温重回 30℃之上 。 不

过好景不长， 下周一至周二又将有一股

冷空气南下影响本市 ， 降水将再次出

现， 并可能伴有雷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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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晨：让先髋患儿像同龄人一样奔跑
生于边陲、长于边陲，家国情怀的熏

陶，让张海晨对援藏有着独特的感情。

“我做过 8 年心内科医生，当了 15

年检验科主任。 ”从医 20 多年的张海晨

告诉记者， 萨迦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

后，专业人才缺乏，“我希望自己能够施

展所长，帮助更多人”。

2019 年 7 月， 甫到萨迦的第一个

月，张海晨就走遍了县内 9 乡 2 镇。 针

对孕产妇保健薄弱、围产期死亡率较高

等突出问题， 建标准化产房迫在眉睫。

说干就干，张海晨带队，从实地选址、方

案设计、监督施工，均亲力亲为。 今年，

萨迦实现了乡镇卫生院产房全覆盖。 加

上按时产检、预产期前入院和疑难危重

及时转院，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降低。

张海晨对县医院管理体制机制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 2020 年，医

院业务增长超 20%， 门诊 3 万人次，住

院 1000 例，手术 200 例，平均住院日 10

天，体制改革初见成效。

在上海援藏医疗队的帮助下，张海

晨还着手提升医院“软实力”。以 ICU 建

设为突破口，规范院内抢救流程 ，内科

重症、外科术后患者需在 ICU 接受密切

观察和治疗。 2020 年，萨迦县医院标准

化实验室成立，包含生化、免疫、血液 、

尿液、凝血等多项内容，并作为区域检

验中心辐射乡镇。 结合民族医学，县医

院大力发展藏药医院制剂和药浴 、熏

蒸、针灸、放血等专科治疗。 未来，还计

划开展胃镜、细菌培养、远程病理等技

术。 医疗水平提高了，居民不仅“小病不

出县”，而且常规检查、三四级手术都能

在县内解决，既方便又实惠。

萨迦海拔高， 医学人才引进不易，

因此，在职培训成为基本方向。2020 年，

在张海晨的安排和前后方的支持下，共

有卫生管理干部 2 批 34 人次到上海进

行为期两周的培训、 医护人员 2 批 25

人次赴沪进修，到萨迦访学的上海专家

人数创历年之最。

2020 年 5 月，萨迦县人民医院与上

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签约共建远程医

疗平台。9 月，中心医院专家团队来藏培

训指导，让“徐汇云医院”落地。 利用上

海尤其是徐汇医疗资源丰富的优势帮

助解决萨迦的医疗问题，少花钱或不花

钱、见效快、成效大，成为医疗援建的新

思路。

“格桑花之爱 ”筛查当地先天性髋

关节脱位患儿，由“格桑花之爱”基金资

助，赴上海市儿童医院手术 ，萨迦县医

院负责石膏拆除、康复、随访等后续事

宜，援藏项目承担患儿及家属差旅等费

用。 去年 12 月 4 日，新一轮 10 位患儿

和家属离藏赴沪。

“回沪休假期间 ，我们小组还特意

去医院探望并赠送了礼物。 ”张海晨动

情地说， 患儿痊愈后就可和同龄人一样

自由奔跑、上学，“看着这些黝黑的但洗得

很干净的小脸，我真的替孩子们高兴”。未

来，除了先髋患儿，先心病、唇腭裂、足外

翻畸形和重疾患者也能得到帮助。

“能帮到西藏的父老乡亲 ，内心的

充实感才最珍贵。 ”张海晨说，回想 2 年

前，刚到日喀则，边吸氧、边工作的日子

都挺过来了，“将来，任何困难都不足为

惧。 于我而言，早已把西藏当作第二故

乡。 一日在藏，终生念藏！ ”

人物小传

松江新城：从绘制“山水画”到打造“活力极”

山水间、上海根、科创廊———新近

完成的松江新城总体设计，将这片土地

上最有韵味、最显价值、最具识别度的

特质进行融会贯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

城市意象。 不仅如此，这一轮规划将松

江在新城建设中对于过去、当下以及未

来的思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一

次再创造、再升华，凝练成一幅更加令

人向往、鼓舞奋进的蓝图。

记者近日获悉，根据市委、市政府

关于“新城发力”的重大战略部署，松江

区和市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新城规划，对

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整体系统审视

并优化新城功能结构和空间形态，取得

阶段性成果。同时，一批直面百姓需求、

弥补发展短板的项目也在加速推进，将

给市民持续带来满满的获得感。

为“望山望水”留白

即使 100 个人眼中有 100 个松江，

但总有些元素是大家的必选项和公约

数：松江区有上海最稀缺的山水资源，尤

其是佘山以及黄浦江最清澈的上游段；

松江区境内留存着大量文物与历史地

标，彰显出“上海之根”的定位；链接沪苏

浙皖 9 城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发源

于松江， 也牵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这些是松江眺望未来的起点。

根据记者看到的松江新城设计方

案，在提升城市功能、满足产城融合发

展需求的前提下，新城规划特别注重引

入美学元素，不仅是造城，更有几分像

是在绘制一幅舒朗开阔的山水画卷。规

划者以精诚之心，把浪漫写意化作了充

满细节的写实。 比如，通过精心规划空

间布局、城市轮廓、建筑地标，松江新城

内规划出多条 “视线走廊”———从北部

的大学城、中央公园，到南部的松江枢

纽、科技影都，这些标志性区域中，都给

“望山、望水”预留了点位。

在松江新城，山不仅会以景“入城”，

未来，山的意象和意境也会在城市中生根

发芽。 此前 20年，按“花园城市”定位建设

的松江城区，高楼不多，密度不大。 而新一

轮新城建设则会打破过往的节奏， 造就

新的城市中心和建筑群。 为了让这种

“生长”能够辉映、而不是单方面倾轧佘

山的气度， 松江区仔细考虑了新城的高

度，将以最远离佘山的松江枢纽 CBD为

“峰”，然后沿南北方向作梯度下降。

从“去中心”到“再造中心”

虽然过去 20 年的松江一直重宜

居，控密度，但换个角度看，“去中心”的

松江存在集聚度不足的情况。 未来，松

江新城之“新”，关键可能在于要显著提

升城市的集聚度，再造一南一北两个城

市中心———“南部中心” 将以松江枢纽

公共中心为核，重点是基于发达的交通

网络提升城市功能辐射力，强化与长三

角区域的链接；“北部中心”则围绕松江

中央公园打造，重点是提升周边的生态

魅力和公共活力， 建设一个服务新城、

辐射全区的高品质综合性新城中心。

在“南北双心”外圈，依托四条既有

河流天然形成的环状水系，松江规划了

一个“公共活力环”。一方面，这个“环”将

成为绿色珠链，串起“双心”、大学城、仓

城历史风貌区、广富林文化遗址、泰晤士

小镇等， 使松江的千年历史和现代风貌

能在一个时空格局下转换，凸显“上海之

根”的魅力；另一方面，沿着这个“环”，松

江还会积极导入各类公共服务资源。

松江“产城融合”的特色鲜明，未来

也将沿袭这一做法。 根据规划，新城将

形成“东西两翼多板块”的产业空间布

局。 东西两翼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尤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

集成电路为主； 同时形成一些特色板

块 ，打造金融 、科技 、“双创 ”等产业生

态，推进松江产城融合迈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 为了把这些功能区块以及新城、

老城融合起来，松江还设计了“十字廊

轴”，并将强化其引领作用———“廊”，即

横贯东西的 G60 科创走廊；“轴”，则是

穿越南北的嘉松南路中央功能轴。

“枢纽中的枢纽”

当前的松江南站以北，就是规划中

的松江枢纽站站址。它既是松江新城作

为长三角节点城市的门户，也是未来的

CBD 核心区。 近期，松江枢纽入选上海

“五个新城”十大重点示范样板区，可以

预见，这里势必成为新城未来发展中能

量最集聚、亮点最鲜明的区块。

松江枢纽的建设，依托于沪苏湖铁

路， 未来将吸纳原松江南站的功能，最

终形成 9 台 23 线， 总规模仅次于铁路

上海虹桥站和上海东站。除了国家铁路

外，松江枢纽还将集市域铁路、轨道交

通、有轨电车、长途客运、常规公交等多

种交通方式于一体。 因此，尽管上海在

新城建设导则中提出 “一城一枢纽”的

设想，但松江枢纽可以说是其中最特别

的一个，堪称“枢纽中的枢纽”。

松江枢纽规划整体范围超过 9 平

方公里，其中，最精华的核心区面积约

2.47 平方公里，全部建成后总建筑面积

可达 250 万平方米。经过此前的国际方

案征集以及专家评审，松江枢纽规划方

案已呼之欲出：它将采用“站城一体”、

综合开发的理念，以“城际门户”和活力

中心为定位，围绕高铁枢纽进行功能布

局，集聚科创和现代服务业态，并提升

公共中心的功能复合度和区域辐射力。

要让人惊叹，更要让人幸福

新城的魅力，一方面在于它能否让

人感到惊叹，但更重要的是，要让人感

到幸福。 此轮新城规划与建设过程中，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也是一以

贯之。 今年，松江新城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一方面开门办规划，广泛听取市民

意见，同时也加速补齐民生短板，确定

并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落实。

在“开门办规划”过程中，松江区展

现出鲜明的民生导向和问题导向，经过

梳理，百姓对新城的期待集中于几大瓶

颈问题，比如，大家希望新城东西向的

交通潮汐堵点能在新一轮建设中化解；

希望教育和医疗事业能在 “保基本”的

基础上，尽快导入更多优质资源……

面对这些市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

题， 松江新城规划都给予了积极回应。

以交通为例，松江区正在考虑构建一条

环绕新城的快速路，还将落实几项重大

工程，加强松江枢纽与虹桥枢纽间的通

行能力。 预计“十四五”时期，这几个重

大交通项目就有望建成。

事实上，除了用民生类重大项目呼

应百姓关切，松江新城更注重在整体上

构筑产业兴旺、 宜居宜业的发展态势。

总体上， 松江新城将以 G60 科创走廊

为战略依托 ，以 “松江枢纽 ”为战略支

撑 ，推进科创之城 、枢纽之城 、数字之

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建设。

■聚焦上海“五个新城”建设

■本报记者 张懿

松江 “双心” 之一的中央公园核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