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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中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

村，上海人的第一印象：光荣至极。

“红瓦白墙小楼房。”曾有歌谣这样唱

道。文学作品也来此“取景”，小说《上海

的早晨》中有一段关于纺织女工代表汤阿英

搬进曹杨一村的描写——“只见一轮落日照

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

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的

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

翻开上海地图，能看到很多带有“新

村”字样的社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改

善居民特别是工人们的住房困难，上海在全

国率先以较高标准集中建设了一批住宅基地。

岁月变迁，城市发展，工人新村也逐步

老去。如今，率先进入城市建设存量更新阶

段的上海，努力通过城市更新，让更多的老

厂房、老旧小区、老建筑焕活焕新——重塑

空间，注入功能，焕活记忆，链接情感，成

为城市中的“生活秀带”。

今天的曹杨新村，见证历史的老房子更

胜往昔。传承城市文脉的基础上，为居民创

造更高品质的生活，也激活了区域发展新动

能。当年的荣光，在厚实的“民生”二字中

有了新的延续和演绎。

迎来新生

“有煤气灶啊、自来水啊，当时还有哪

个小区有？”

曹杨一村居民潘金华讲起过去，语调不

自觉地上扬，“能住进一村，是一家人‘睡

觉都会笑醒’的事。”

1951年，曹杨一村始建；第二年，大批

上海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在鲜花、鼓声、

欢呼声中入住曹杨一村。“当年，在国营棉

纺织厂工作的母亲当选为劳模，我们才分到

这里一间房。”潘金华说，“家中有5个姊

妹，我最小，是1956年出生在曹杨一村的。”

虽叫“新村”，但曹杨新村的社区营

造、规划理念、房屋建造及设施，在当时算

得上“顶配”。

如今曹杨新村村史馆内，保存有一张

绘制于上世纪50年代的曹杨新村平面图，

黑底白线间可以窥见当时先进的规划理

念：新村内道路纵横交错，房屋沿着道路

与河流的走向排列成扇形，红瓦白墙斜屋

顶，兼具了上海老式里弄的功能和“邻里

单元”理念。

岁月磨砺，当年的“簇簇新”也渐渐蒙

尘——改造之前，曹杨一村每层住3户人

家，两间大的面积约22平方米，小的不到

14平方米。楼道狭窄、空间逼仄、公用厨

卫的不便使得邻里矛盾日益突出。居民们盼

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019年，借着普陀区启动旧住房成套

改造的“东风”，曹杨一村被纳入首批名单。

一方面，突出历史风貌保护和传承，要

求主要墙立面不得改变，重点保护部位的改

造要突出原式样、原材质、原工艺。另一方

面，切实改善居住环境。

改造启动伊始，街道广搭平台，召开听

证会，做好方案解读，让居民充分了解、表

达、参与改造签约的全过程，同时将居民合

情合理的意见及时吸纳。改造中，设计师一

次又一次入户与居民面对面沟通，设计师团

队根据近1500户居民房间的实际情况和不

同需求，“一户一方案”为每家每户提供个

性化、精细化设计方案。

“有的居民家里人少，需要一整间大屋

子；有的家里人多，需要多隔出一个房

间。”设计师金晓明回忆，“我们把居民的个

性化需求落实到每一张图纸上，后续环节按

照图纸施工、执行。”

2021年10月，曹杨新村建成70周年之

际，潘金华和邻里们拿到了回搬新家的钥

匙。“现在，我们楼道变干净了，也更宽

敞，家家都有独用厨房和卫生间。”生于斯

长于斯的潘金华对于新家很满意。

小区的门头恢复了红五星式样，外立面

则修旧如旧，架空线全部入地，居民头顶不

再有“蜘蛛网”。小区主干道也被拓宽，小

区内的花园更大了，还增加了停车位和充电

桩等。

未完待续

这个国庆节前，普陀区文旅局推出了

“苏州河十二国色”水岸乐游节文旅产品，

其中一条线路“侬好，上海生活”，正是涵

盖了曹杨新村、百禧公园等地标，将烟火日

常同都市时尚串联。

如今，曹杨新村的“宜居舒适”正向小区

外延展枝丫。

一旁的百禧公园，曾是上海“最长”的菜

市场——曹杨铁路农贸市场。火车的汽笛声、

商贩的叫卖声逐渐远去，经历更新，这里成了

沪上首个“高线公园”，有可供市民运动、休

闲、参与文化活动的场地，成为“15分钟社

区生活圈”示范项目。今年，这个“生活圈”

还将升级迭代，曹杨新村街道的一系列城市更

新项目陆续启动，包括打造居民区议事空间、

桂巷网格、健身中心、敬老院等。

居民们欢颜：“七十多岁的曹杨新村还在

不断生长。”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

当年的“全国首个”，如今的“逆生长”，

曹杨新村的故事，映射的是，城市更新的大背

景下，上海聚焦安居宜居，发力民生的孜孜以

求，那些当年的“第一”在今天依旧能让居民

心有依恋，闪闪发光。

长白新村街道228街坊，也是上世纪50年

代兴建的第一批“两万户”工人住宅之一。

2023年初，项目初步竣工后，街道向社区居民

发放了1300份调查问卷，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基

础上，将居民关切一笔一画落地现实。如今，环

绕228街坊，智慧型净菜超市、特色餐饮美食、

文化艺术培训、休闲健身运动、长租公寓、中心

绿地广场和社区配套服务等“齐活儿”。

正在改造中的田林二村项目，计划将拆除

原有的12幢旧房屋，新建6幢8层和两幢11层

带电梯住宅，居民按“拆一还一”原则回搬，

每户都比原先多了独用厨卫和阳台，小区里增

建了地下车库和配套用房。

虹口区“今潮8弄”，将一方包含8条里

弄、60余幢石库门和优秀历史建筑的区域更新

后，实现了历史风貌保护、城市功能完善和环

境品质提升的有机结合。居民们纷纷发朋友圈

感慨：“这是当年我们住过的房子，现在看起来

还是‘登样’（有格调）！”

面对新需求新挑战，今年，上海将以更大

力度推进城市更新，分区分类把准问题，综合

施策、精准对策。计划完成12万平方米零星旧

改、31万平方米不成套旧住房改造，启动10个

“城中村”改造项目。同时将持续推动一批老旧

工业区、商业商务区、风貌保护区更新改造，

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宜居温度。

曹杨新村的故事，未完待续。

首个工人新村

“七十多岁的曹杨新村还在不断生长”

华山路愚园支路交界处，静安高和大厦

（中华企业大厦）坐落此处。

2001年，45岁的基层干部王长燕带着

居民区党建工作的丰富经验来到这里，担起

一个新任务：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消灭商

务楼宇内的空白点。

没有既往经验，没有参考路径，王长

燕和所在的静安区静安寺街道“摸着石头

过河”，在商务楼宇内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党

员服务点，蹚出了“把支部建在楼上”的

新经验。

“零的突破”之后，红色种子迅速在高

楼林立的中央商务区播撒开来。时至今

日，以静安区为例，200余幢楼宇已建立

两企三新党组织 796个，其中楼宇 （园

区） 党委 （总支） 48个，党员 1.5万余

人，一批重点非公企业先后成立总部型党

委，组建一个、带动一批，楼宇党建实现

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不断跃升。

对于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党建工作的

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业态“新”

在哪里，党建工作就“跟”到哪里。从当

年首个商务楼宇党员服务点，到今天率先

启动全市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暨新兴领域

全覆盖攻坚行动，经由党建工作不断深

化，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正在一个个

新领域、新场域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

理优势，跃动在城市“天际线”的红色生

产力由此激荡开去。

“这朋友资源多能办成
事，值得交！”

回溯至2000年，彼时，随着中国加入

WTO，经贸互通频繁，外资成倍涌入。有

数据显示，2000年非公经济在全市GDP中

占比达到28.6%。在繁华的静安寺商圈，外

资企业、非公企业集聚愈加明显，商圈附近

28幢商务楼入驻472家民营和外资企业。

中华企业大厦就是其中一幢。当时这幢

投用不过四五年的商务楼，颇受新经济组织

青睐，入驻率高，楼内非公企业占比70%，

在当时并不多见。

要在这样一栋楼里开展党建工作，纵然

有着近十年居民区工作经验，王长燕起初也

感觉无从下手：以前搞党建，最多是把沿街

单位纳入进来，没跳出过“地面”。现在要

把工作做进27层的高楼里，绝非从“平

面”到“垂直”那么简单。

起初，他碰了不少软钉子。好在他的工

作得到了当时大楼物业负责人的支持。在物

业陪同下，逐步摸清了楼内企业的情况尤其

是口袋党员分布情况，建立起扎实的“一楼

一册”“一企一表”。

排摸中，他渐渐意识到，白领党员人数

虽不多，但个个是有学历有能力的人才，是

党建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可惜的是，有人

因转接组织关系无门成了“口袋党员”；有

人长期没参与组织生活，党员意识开始淡

漠；还有一部分希望入党的积极青年苦于找

不到党组织。王长燕与物业商量，在大楼里

挂个“党员服务点”牌子，把“找党员”变

为“让党员来找组织”，这也是全国第一家

建在商务楼宇内的党员服务点。

随着主动上门的党员日渐增多，街道

综合党委在中华企业大厦成立了楼宇党支

部，并借用7楼会议室定期开展活动、组织

理论学习。王长燕的工作思路也有了新变

化，对党员由管理转为服务，通过组织活

动，提供就业指导、法律咨询等服务，凝聚

起更多的党员骨干，引导他们在楼内积极发

挥作用。

20多年后的今天，在静安高和大厦 （中

华企业大厦） 一楼静安寺商圈党群服务中心

内，王长燕回忆起这些事不由感慨：“身为基

层党务工作者，要打开视野和边界做党建，让

各方看到‘这朋友资源多，能办成事，值得

交’，这是我们凝聚企业和白领的法宝。”

强功能善治理，高质量发展
有了“红色引擎”

建起首个商务楼宇党员服务点后，静

安寺街道党工委乘势而上，在紫安大厦、

延安饭店、美丽园大酒店、永兴商务楼等相

继挂牌“党员服务点”。到2003年9月，区

域内重点商务楼宇纷纷成立党支部、联合党

支部、党员活动点，不少条件成熟的企业还

建起独立党支部。

2005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社区专

职党群工作者队伍，全市各区培育起一支

2000余人的“两新”组织基层工作队伍。上

海的“两新”党建逐步形成“单位党建、区域

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补互动”的新格局。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楼宇党建迈入

“强功能”“善治理”的新阶段。楼宇党群工作

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一方面扎实开展党的政治引领和教育活

动，同时注入更丰富服务功能，引入群团力

量、牵手职能部门，为楼宇赋能，也为企业白

领日常工作和生活服务。

基于此，党群工作者意识到，楼宇就是竖

起来的社区，社区治理的优秀经验同样可以引

入楼宇中。于是，在静安、浦东等中央商务区

的摩天高楼里，涌现出一大批党建引领的新型

楼宇治理平台。恒隆广场、凯迪克大厦、博华

大厦……静安在全区50幢重点楼宇中组建起

楼务会，激发企业和员工的“主人翁”意识，

实现“楼事楼议、楼事楼办、楼事楼管”，楼

宇党建和楼宇经济实现了双向奔赴。

以恒隆广场为例，在楼宇党建助力下，人

大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信息采集点先后进入

楼宇，聚焦楼宇及周边社区的关切，白领们得

以开展丰富的共商共议、共建共治活动；恒隆

广场商圈党建联席会议制度也建立起来，走出

“垂直的社区”，牵手周边15家商务楼内党组

织、区域单位党组织，以及周边3个居民区党

总支，在更大的“朋友圈”内共同发力共建共

治共享。

党建引领下有效的组织力、动员力、创新

力，进一步传导为具象的楼宇发展潜能和经济

产出。

上海中心大厦22层党群服务中心一块互

动大屏，展示着陆家嘴金融城楼事会的最新

动态。在陆家嘴，楼事会一方面导入职能部

门专员，通过组团式下沉服务，另一头连着

党群组织联盟，以资源共享、活动共联等方

式为党员群众提供教育、医疗、金融等方面

优质服务。“以楼事会为平台，通过服务楼宇

业主，我们拓展了党的工作阵地；通过服务

楼宇入驻企业，我们获得了两新组织的认

同；通过服务两新组织青年白领，更多人对

党组织更加理解、认可、向往。去年我们累

计收到入党申请书1828份”，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综合党委书记袁冶锋这样分享。

今天，随着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经济社

会结构有了新变化，新的市场主体、新的就业

群体大量涌现。实现新兴领域党的组织体系全

覆盖，成为当前上海城市基层党建一项重大且

迫切的时代课题。从平面社区到立体社区再到

新兴领域，始终紧贴时代、社会发展脉搏，上

海基层党建在创新中探索，永不止步。

首个商务楼宇党员服务点

红色生产力从这里激荡开去

■本报记者 刘力源

▲ 曹杨新村老照片。 资料照片
 修缮改造完毕的曹杨一村。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2002年5月，第一个商务楼“党员服务点”在中华企业大厦

成立。图中右一为王长燕。 资料照片
 王长燕在静安寺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背后是他参与挂牌第

一个商务楼“党员服务点”的照片。 本报记者 刘力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