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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田林街道，因田林新村得名。

上世纪50年代之前，这儿浜河

纵横、村舍点点。一条蒲汇塘流淌出

万家烟火，也蜿蜒出红色记忆。

解放上海战役时，越过蒲汇塘的

解放军战士，激战3天，打开了上海

市区的西大门。20世纪50年代，原漕

河泾镇部分地块被规划为上海仪表

工业区，陆续迁建工厂20余家。英雄

劳模在产线上奋战，田林地区工人新

村的雏形初现。

如今再谈田林，会出现“上海阿

爸”张志勇、“社区头雁”苏嵘、“爱心

卖鱼郎”杨晓月这些耳熟能详的名

字。来自不同岗位、同样前赴后继的

英模先进，让田林这片土地闪耀荣

光。每个人都接续奋斗，平凡人亦可

创造不凡。

1985年4月，田林街道办事处建

立。街区崛起，老式公房和高层住宅

鳞次栉比，烟火气与亲切感日益丰

沛。近40年时光弹指一挥间，从田林

东路出发，循着蒲汇塘，穿过宜山路、

桂林路……从最初的泥泞道路到如

今四通八达、从原先偏僻田野焕新为

商铺林立，田林走出了人民城市发展

的实践之路。

田林街道相关负责人说，未来，

这里将被赋予更多新的内涵和使命，

以徐汇区5个功能区之一的漕开发

功能拓展区为依托，加快推动漕宝路

科创轴带更新，以工业上楼、打造“智

造空间”等为抓手，大力发展新质生

产力，为新产业新赛道释放更多空

间，也为这一方土地积聚更多发展动

能和活力。

居住圈：老小区逆生长

田林的变化，日新月异。

“你看，车水马龙的钦州北路，以

前叫姚家浜，每家每户沿河而居，再

往外就是一片农田。”77岁的周国芳

是土生土长的田林人，见证城乡变

迁。他感叹，小河浜变成大马路，上海

市第六人民医院、西南位育中学、田

尚坊时尚生活中心坐落两边，串联起

便捷生活。

1985年5月，田林街道成立，乡

野农田上有了新村公房、交通和配套

设施，周国芳也从庄稼人转为工人，

进入上海半导体器件厂工作。“比起

过去看天吃饭，做工幸福多了。”

当下，田林路65弄的重建如火如

荼进行，孔阿姨隔三岔五就要回来看

看：“今天建了多少啦？”她自己也笑，

那么大幢房子哪会一天一个样，但心

里却是迫不及待想搬回来住新家。

通过“七步工作法”，践行“儿女

心、婆婆嘴、铁脚板”，去年，田林路65

弄在45天内实现1044证居民方案

100%自主签约，创下徐汇区近年来

房屋体量最大、涉及居民户数最多的

成套改造项目新纪录。这里将重建6

幢8层和2幢11层住宅楼，保证居室

面积不减少的基础上实现厨卫独用，

增加阳台。同时建造地下一层机动车

库和配套用房，尽可能完善居住配套

功能，提升居住品质。

漕溪路258弄，曾经是徐汇区出

了名的“城中村”——许家堰，经由城

市更新成为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

米，拥有2400余套房源的优质保障

性租赁住房社区；田林十三村老小区

“逆生长”，改造改在居民心坎上，成

为城市更新的典型样本。

放眼田林街道，今年还将加速

“三旧”变“三新”。计划完成旧住房综

合治理20万平方米，拆除违法建筑1

万平方米。

生活圈：是空间也是人文

田林路，是田林地区的标志性街

道。1987年，徐汇区政府着手建立田

林路商业一条街，将华山路上一些著

名商店引入田林路开设分店。

“田林路商业街的建造，让大家

真正享受到了新村的便利，购物不用

坐3站车去徐家汇了。”老土地们这

样说。

时过境迁，商业街也面临焕新。

近年，田林街道结合违法建筑拆除整

治，同步对小区沿街出入口、街头绿

地、学校门口等16处空间进行景观

微改造，对店招店牌实施提质升级，

整体提升街区品质。挖掘空间资源建

造迷你休闲广场，同步打造休憩等候

空间，留出更多可在树荫下休息的座

椅，拆违后的场地变成公交站后的休

息区。

改变不仅发生在闹市街头，也深

入社区腹地。

田林公园，是一个融入海绵城

市、雨水花园、植物多样、科普教育、

健身娱乐、儿童乐园、长者关怀、城市

景观等新理念新技术的全龄友好生

境公园，由过去植物退化、设施陈旧、

封闭狭小的老旧绿地打开围墙，蝶变

而来。它的建和管，群众真正参与，成

了家门口的好去处。

事实上，田林街道一直致力于打

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拿出辖区内

最好的地段和资源，布局集社区食

堂、社区卫生站、社区文体、社区助浴

等功能为一体的邻里汇 ·党群服务中

心3处，田林社区食堂、千鹤社区食

堂先后投入运营。当下，田林街道正

积极推进社区市民健身中心建设、田

林敬老院更新改造等为民办实事项

目，建成后将更好满足群众需求。

生活圈是物理场域，也是人文载

体。“二人二琴七根弦”的弹唱，将一

曲《杨乃武（选段）》娓娓道来。台下的

评弹老戏迷们用手指轻轻点着桌面，

跟着曲子节奏打拍子。曲罢，余音绕

梁，戏迷们意犹未尽。这是有十多年

历史的“吴侬雅韵”评弹演出品牌活

动，致力于更好地将评弹艺术传播到

社区中。近年来，田林街道深化文化

品牌创建，带动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的内涵挖掘、创新发展，持续激发街

道非遗项目的传承活力，并打造“社

会大美育”课堂，推出150场艺术普

及活动。围绕上海市民文化节、上海

国际艺术节，继续做好红枫合唱节等

文化品牌。

治理圈：公益志愿拔节生长

这两天，田林街道辖区劳模工

匠和劳模团队走进社区办实事，走

访独居老人，开展便民服务，为高龄

老人提供清洁服务等，服务居民200

余人次。

270人，这是田林街道现有各类

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的总人

数。他们获省市级以上荣誉327项，

其中全国级荣誉115项、上海市荣

誉207项、其他省市荣誉5项。他们

每个人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近

年来，田林街道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先进

人物的示范带动作用，把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作为赋能

社区治理的金钥匙，使之落地、生

根、发芽。

他 们 ，也 是 我 们 身 边 的 普 通

人——20年 来 ，张 志 勇 往 返 沪 滇

两地无数趟，以他命名的上海张志

勇公益服务社在全国开花，建起38个

工作站点，资助学生近千人，累计捐

款400余万元，物资650余吨。

“既然最初答应了帮忙，就要诚

信，好事做到底。”20多年过去了，卖

鱼郎杨晓月送鱼对象越来越多——

困难家庭、孤寡老人、残疾人、环卫工

人，还有来六院求医的外地患者。他

得知部分患者家庭困难后，主动免费

送鱼。

“小巷总理”苏嵘不仅“管”好

社区的家长里短，逢年过节还为老

人们包馄饨、送馄饨。数十斤荠菜、

青菜，还有馄饨皮，她总是利落备

齐。食材都是她与居委会干部自掏

腰包采购。

“我们组建了专门的模范社区志

愿者队伍，从‘一个人作贡献’到‘一

群人作贡献’。”田林街道相关负责人

这样介绍。大街小巷，点点微光，汇聚

成照亮前路的力量，也汇聚成街区的

治理力，赋能基层治理。

如今田林街道正积极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夯实基层立法联系点

“三库”（专家库、行家库及群众志愿

者库）力量；开展线上线下立法意见

征询及普法宣传，持续提升基层立法

联系点品牌影响力，深入打造“全过

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同时，做实

片区治理，形成“街镇-片区-居民区-

微网格-楼组”五级组织架构，夯实

“三个实有”管理基础，加强综合执

法、联动管理，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开

口之前。此外，打造社区治理培训品

牌，提升居民区工作者能力水平。推

进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提高社区居

民参与管理的自治意识和倾听民意

的诉求回应能力。

“人民城市，‘人’字结构是相互

支撑的。”眼下，田林街道以打造公益

志愿街区为抓手，社会正能量不断凝

聚，文明新风尚根植人心。

田林街道：奋进者创造新的不凡

每天3圈，每圈2小时，超6000步。“田园啄木鸟”志

愿者们一天不落地在蒲汇塘周边巡逻。除日常维护外，

75岁的队长陈耀明酝酿新计划：把这儿的红色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

蒲汇塘河蜿蜒流淌，作为徐汇区重要水系，滋养着

日常烟火，也蕴含丰厚的红色历史。

解放上海战役中，国民党守军曾在蒲汇塘沿岸构筑

了绵延数十里的碉堡线。许多解放军战士在攻克过程

中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倒在了新中国成立前夜。

位于钦州路田林东路口的老鹰公园碉堡遗址，就见

证了这段烽火岁月。碉堡为单层钢筋混凝土圆形建筑，

地上部分高约1.8米，直径约3米。其外观战争痕迹依稀

可见，是蒲汇塘红色印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年，田林街道开展蒲汇塘红色印记的发掘与保

护工作。除了水质和生态环境的整治，更是在保护红

色遗址、传承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上发力。街道在

蒲汇塘畔设置“寻找田林的红色印记”展牌，调动居民

积极性，开展红色讲解、红色走访等；另一方面，辖区学

校也组织学生走访红色人物，深化红色教育，赓续红色

血脉。

经过数年整治，蒲汇塘早已完成了约1.5公里河道

示范段治理。在此基础上，田林街道在蒲汇塘开展沉浸

式红色点位寻访。

此前，千鹤第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顾卓宏带领着30

名社区青少年在蒲汇塘边探寻红色基因。“河水变清澈

了，岸边绿化多了，空气清新了，生态环境更好了！”蒲汇

塘清波环绕、花木葱茏，学生们一边欣赏着风景，一边聆

听这里的红色革命故事：上海解放前，党组织曾在蒲汇

塘两岸安排积极分子开办学校，组织民众开展谈时事、

讲故事、教唱歌等活动，建立了革命宣传的活动基地。

这些故事让学生们了解了蒲汇塘的前世今生，更感悟今

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田林街道还立足辖区独有的评弹非遗特色，创新

红色文化保护与培育形式，与徐汇区文化馆联合，将

红色文化与街道特色非遗项目“评弹”相结合，开办

“评弹党课”，将历史、地域行走、非遗、文化等红色元

素充分融合到党课教育中，从吴侬软语中畅想词曲背

景故事。

一名名英模也走了出来。“十余位地下党员从1927

年中央文库建立开始，用血和汗水保护了一批涵盖中国

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后，最后一位中央文库的秘密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

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这是全国三八红旗手、

田林十三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苏嵘带来的主题党课。

居委会作为基层的毛细血管，积极组织红色故事宣

讲、革命历史展览等活动，让居民更加了解、亲近本地红

色文化。不少居民还参与了红色主题书画摄影展、红色

合唱团等，大伙乐在其中。

“多方力量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角

度的红色文化传承体系。”田林街道相关负责人说，这不

仅有助于保存和传承珍贵的历史遗产，也能促进社区文

化的繁荣发展，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把蒲汇塘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田林地区。（采访对象供图）

田林路65弄旧住房改造成功签约，居民欢欣鼓舞。 （田林街道供图）

田林公园俯瞰图。 宋阳摄改造后的蒲汇塘。 朱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