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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正月初十，我就搬入了人才公寓新家，父母

看后连连点头，还拍了短视频分享给亲朋好友。”上海

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记者潘越文这样说。昨天，

上海文化人才之家普陀中岚居项目举行入住仪式，潘

越文是首批入住的年轻租户之一。

中岚居是普陀区首个新建R4（纯租赁用地）租赁

住房项目，位于岚皋路99弄，临近地铁镇坪路站，由5

栋14-19层住宅楼组成，共计1352套精装租赁住房。

项目由西部集团旗下专业化住房租赁品牌“西部乐巢”

运营，2023年8月正式开业。

这也是继去年虹口区“猎户座”文化人才公寓启

用后，又一处文化人才公寓项目。全市层面，市区合

作模式下，将有更多人才公寓投入使用，嵌入精品化

服务，营造高品质生态，让人才成长与城区发展实现

“双向奔赴”。

构建理想生活空间

潘越文选择的一室户房型，面积46平方米，带有

独立厨房和卫生间，以及一个朝南的阳台。“天气好的

时候，站在阳台能看到陆家嘴的高楼。”

小潘告诉记者，此前他与三人合租，很不方便，“得

知该项目时，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在他眼里，中岚居

房间装修简约而不失质感，符合年轻人的喜好，设施一

应俱全，可拎包轻松入住。

中岚居还精心打造了一个配置高端、功能齐备的

健身房，有氧无氧等各类健身器材齐全。项目也在多

个楼层布局开放式公共活动区域，包括自习室、台球

室、共享厨房、干衣洗鞋区等，满足生活需求，也丰富社

交可能。

潘越文说自己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朋友。大家相约

一起健身，很多创意、想法就此碰撞、激发出来。

项目周边烟火气十足，方圆1公里范围内有大型

购物广场、医院、学校等。周边的咖啡店、便利店、烧烤

店相继开业。潘越文笑着说：“单位里有年轻同事约好

了要来串门。”

形成“双向奔赴”机制

更令年轻租户眼前一亮的，是中岚居紧贴文化人

才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发挥文化人才优势，引

导人才反哺社区形成“双向奔赴”机制。

“针对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定期举办线上线下活

动，鼓励邻里间社交互动。”西部集团副总经理周华

表示，“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帮助年轻人

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对社区有归属感，真正实现

安居乐业。”

项目还设立了西部乐巢融媒直播间，为青年人才

打造才华展示、交流互动、情感共鸣的传播阵地。针对

文化人才的作息表，西部集团增加了对接住户的物业

管家数量，并适当延长管家服务时间。普陀团区委新

建中岚居青年中心实体阵地，链接引入专业社会组织，

开展益智交友、公益志愿、体育运动、创业就业、行业交

流等主题活动，打造“最懂年轻人”的城市青年品质生

活新型社区。

项目属地石泉路街道将发挥在地服务资源，提供

各类事项便捷办理服务，希望借助文化人才资源优势，

吸引他们常态化地参与到社区治理、文化服务中来。

引导人才反哺社区形成“双向奔赴”机制，普陀区

正通过建阵地、搭平台、拓渠道、强服务等方式，更好地

关心服务凝聚人才，营造近悦远来、宜居宜业的良好人

才生态，助推城区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上海文化人才之家普陀中岚居项目举行入住仪式，打造“最懂年轻人”社区

以文化赋能社区，以社区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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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虹口区嘉兴路街道举办“嘉兴春

晚”，吸引来两位专业演员——上海评弹团国

家二级演员钱晏、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上

海越剧院）演奏员张旭，青年演员“实力加

盟”着实为舞台增色。他们，是去年11月首

批入住虹口区文化人才公寓“猎户座”的青年

文化人才。

作为上海宣传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的现实举措，由市委宣传部、虹口区

联合打造的虹口区文化人才公寓是上海首

个文化人才公寓。在市区两级“真金白银”

支持下，已有70余位来自本市多家文化单位

和虹口区重点文创企业的青年文化人才“拎

包入住”。

“文化人才公寓解决了青年人才的实际

居住需求，更成为他们筑梦起点，从文化新人

成长为文化名人。”虹口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青年文化人才入住公寓短短三个月，

在提升街区文化层次方面，已有了显示度、带

动性与影响力。依托上海宣传系统各单位行

之有效的人才培养举措，青年文化人才各展

所长，融入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格局，将文

化凝练于具体载体、投射到实际生活中，提升

社区品质。属地虹口区、嘉兴路街道顺势而

为，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各项

服务保障落地见效，让文化人才与城区发展、

城市建设在“双向奔赴”中实现双赢。

“猎户座”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案例，助力

营造各类文化人才集聚上海、安居乐业、创新

创造、成长进步的良好生态，打造文化自信自

强上海样本。

融合共创，提升区域文化品质

这两天，嘉兴路街道社区文化中心负责

人找到张旭，与他商议开设居民古琴教学

班。“我一定支持，这对民乐发展、对社区

文化氛围提升都是好事。”张旭在上海越剧

院从事古琴、琵琶、中阮、三弦、柳琴等演

奏。他坦言，身为民族乐器的演奏者和传承

者，他始终将推广民乐、服务社区作为使

命。入住“猎户座”文化人才公寓后，在

区、街道积极对接下，他有机会面向居民群

众展示才艺、举办讲座。公寓投用后开展的

“文化人才进社区”首场活动，就由他主

讲。现场，他回溯了古琴近4000年发展历

程，穿插表演外还邀请观众上台试奏古琴。

活动中，他结识了在社区开设古琴表演工作

室的新朋友，并一起在“嘉兴春晚”上合奏

了古风曲目《沧海一声笑》。

目下，虹口区文化人才公寓成为一个平

台，助力各界文化人才与社区深度链接。一

方面，街道汇聚辖区资源，以“音乐会客厅”

“越剧大师面对面”“白领课堂”等活动项目，

就近就便发挥文化人才专业特长，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提升街区文化层次。另一方面，以

专业人才为带动，在交融交往间实现融合共

创，激活区域文化创造力创新力。

顺势而为，合力建设文化街区

虹口区被誉为“海派文化发祥地、先进文

化策源地、文化名人聚集地”。去年底，虹口

区委宣传部组织入住“猎户座”的青年文化

人才跟随“文化三地”志愿宣讲团，在“鲁迅小

道”开启CityWalk（城市漫步），沉浸式感受

四川北路、多伦路、山阴路一带的红色基因与

人文气息，增进对城区的熟悉度与归属感。

如今，走在公寓走廊上，首批住户、澎湃

新闻员工何卫芳深感亲切——两侧墙面张贴

着虹口区文化地标照片，扫一扫二维码能听

相关解说。何卫芳说，在这片人文底蕴深厚

的城区，既能探寻充满故事的老弄堂，又能闲

逛瑞虹商圈等新地标。公寓一楼的“新青年

会客厅”、图书室，能读到关于辖区历史、海派

文化的书籍，这些花心思的软装加深着她对

城市、社区的理解。

虹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整合

资源，为文化人才提供更好的居住服务、环境

建设、文化活动等，将文化人才公寓建设成饱

含凝聚力与活跃度的社区，助力文化创意、戏

剧演艺、媒体传播等高质量发展，让这里成为

新时代文化要素云集、文化气息浓厚、文化人

才心向往之的文化街区。

培养体系，助力人才成名成家

首批住户、上海报业集团员工曹博文入住

公寓一周后，便以第一视角图文并茂地记录了

文化人才公寓的生活：青年们用电磁炉做一顿

家乡美味，邻里间彼此帮助关照生活，宠物爱好

者在空中花园组团遛狗逗猫……他也时常在社

交媒体发帖，点赞“猎户座”经营方把大家的诉

求变成现实。这几个月，公寓商铺陆续上新了

麦当劳、瑞幸咖啡、“发条鸭”24小时健身房等

深受年轻人欢迎的品牌。

他打算做几期Vlog（视频日志），把这里的

点滴变化、细微暖意、趣闻轶事都记录下来，以

更年轻态的方式展现文化人才公寓宜居、宜乐、

宜游、宜创作的社区生态。

在上海报业集团相关负责人看来，曹博文

的转型，是集团“三融”人才培养项目落实落地

的生动实践。集团以“融媒轻骑兵”转型培育为

基点，以“融媒工作室”扶植引领为重点，以“融

媒公开课”赋能平台为支点，大力培养全媒体人

才，引导采编人才有效迈进融合转型新赛道。

青年文化人才入住社区，并带去全媒体传播方

式，将以创意提升价值，以价值提升竞争力，反

哺文化街区建设。

上海京剧院相关负责人认为，虹口区文化人

才公寓的投用与该院“青春跑道”人才培养工程

相结合，有助于让青年演员“出人出戏”。十多年

来，“青春跑道”工程每年安排青年演员下基层演

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此次入住文化人才公寓，

同样是青年演员扎根基层、融入社区的机会。近

年来剧院创作了一批新编剧目，起用青年演员担

纲主演，更需要他们从身边的“小巷总理”、优秀

志愿者中找到角色塑造、舞台表现的“原型”，打

磨出令人信服的作品，助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最近，在虹口区相关负责人与青年住客们

的座谈会上，钱晏表示，她将以嘉兴路街道志愿

服务工作为蓝本，创作一部评弹作品；上海音乐

厅文创统筹王琪雯提出，要发挥设计专长参与

虹口区文化IP打造；动画制作公司上海福煦影

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冯杰建议，联动

虹口区人文资源与国潮动漫一起“出海出

圈”……青年文化人才与城区“双向奔赴”、双赢

的故事精彩继续。

赋能文化街区助力人才成长，申城首个文化人才公寓“猎户座”启用“满季”

“吾心安处”更是筑梦圆梦起点

▲潘越文入住后与家人视

频通话，展示自己的新房间。

 中岚居项目外景。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制图：张继

入住“猎户座”文化人才公寓后，在区、街道积极对接下，张旭有机会面向居民群众展示

才艺、举办讲座。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①中岚居房间装修简约而不失质感。

②公寓内设置的共享阅览室。

③公寓健身房功能齐备，器材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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