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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居建设迎“配套年”，配套建设378项包括为老服务、医疗卫生等

家门口“烟火气”更浓生活更惬意
本报记者 杨玉红 见习记者 陆佳慧

    记者乘地铁至8号线芦恒路

站， 出站后就见到懿行路上一处
建筑工地正在施工，据工人介绍，

这里将落地一个大型综合商场。

行至和炯路， 这条热闹的商业街

除了有菜场、药店、小吃店、早点
店，去年还新增“三微”便民点。

“微菜场”里可买新鲜小菜；买日

常东西可以逛逛“微百货”；家里

若是想房屋改造， 或是买个五金
配件，则可以去“微百安居”寻求

服务……

住在东方康德家园的王阿姨

常来家门口的“微菜场”挑选蔬果
食材，周日傍晚，她趁着打折挑了

一只冰鲜乌骨鸡， 又称了点孙子

爱吃的葡萄。“这里的菜新鲜还常
常搞活动，蛮划算的，除了买菜还

有不少日用品， 临时发现家里缺
了什么，下楼过条马路就能买到，

真是方便”。

王阿姨指着不远处的一处施

工地说， 再过几年小区贴隔壁的

文化体育中心也要建好了， 期待
着和小姐妹一起去里面活动活动

筋骨。

一圈兜完， 记者回到芦恒路
搭乘地铁返回市区， 半个小时左

右便到了人民广场。看来，三林大
居和市区离得也并不远。

   2015 年，本报“夏

令热线”曾接到多位市

民投诉反映，轨交 16号

线鹤沙航城站客流“汹

涌”，限流导致排队现象
严重，究其原因是附近

动迁房、安置房小区较
多，但公交配套乏力、运

能跟不上。而彼时，家住
浦东新区三林基地的居

民们也为附近买菜、购物

不方便感到烦恼不已。
时隔五年，记者回

访浦东航头基地和三林

基地。

    记者在人民广场福州路公交

站上车，乘坐公交451路直达位于
航头镇的南馨佳苑，无需换乘，便

捷不少。

家住南馨佳苑的吕阿姨对近

两年公交线路的变化甚是满意：

想去人民广场， 可坐公交451路
直达；想去虹口区看儿子，可坐

公交975路直达； 要是想去乘轨

交16号线地铁，就坐1066路配套

公交。三个公交站台都在小区门
口，步行10分钟左右。

“这两年，我感觉公交线路确

实比刚搬来时多了许多。”吕阿姨

向记者感叹，“听说， 轨交18号线
也快要开通了， 等这条四通八达

的地铁通到我家门口，到时候，无
论去哪儿都更方便了。”

■ 航头镇南馨佳苑：一部公交直达市区

七彩便民集市登场
拿着新房钥匙，李琴和老

伴丁宝良走出墨翠里办公

区，步入一条集市“大街”
———彩虹湾七色便民集市。在

这儿，每个区域颜色代表着
不同的寓意，紫色代表周到，

红色代表热情，绿色代表贴
心⋯⋯兜一圈，入住新房的

“急难愁”事都能得到最贴心的

答复或建议。
“小区附近有菜市场吗？”李

琴走进红色区域展位，向菜市场
工作人员王琦询问道。“阿姨，手

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在家就能下
单买菜。”王琦介绍道，针对大居

配套存在的不足之处，在多部门

协调下，菜市场第一时间推出“社
区菜场”，每周定时走进小区设

摊，供应新鲜果蔬；上线微信公众
号，每周轮流推出多款平价菜，线

上下单，送菜上门。同时，新建社
区菜市场正在装修，有望在今年

年内营业，将为居民提供更便捷、
更智慧的服务。

彩虹湾大居交付的房源均
为毛坯房，房屋装修成为很多业

主的烦心事。在七彩集市，居民
可以咨询房屋装修设计、装修注

意事项等相关事宜，还能享受家
电、家居、公用事业费代缴等优

惠折扣。
王先生在集市紫色区域停下

脚步，盯着虹口区公租房运营公
司的宣传板看了好久。原来，他暂

无入住新房计划，想咨询新房托
管事宜。服务台工作人员张馨悦

表示，公司愿意收租闲置房源，统

一装修，将房源租借给区域内重
点企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据悉，

墨翠里新房交付第一周，三四位
业主登记了出租房屋的意向。

孩子入读特色学校
告别老城厢，入住新城区，

部分居民内心依然有一些不放

心：入住新房后，孩子读书怎么
办？

从虹湾路往南走，在三门路
靠近凉城路的交界处，围墙里暗

红色外墙的建筑就是上海市第五
中学。2019年 8月底，学校搬入新

校舍，第一时间收到十多名插班
生的入学申请单。今年 6月，学校

招收的六年级新生中，超过三分
之二生源是对口入学。

学校“盘活”了地下空间，在

地下一层设有标准化篮球场、排
球场、羽毛球场、形体舞蹈房、乒

乓球室等十多个文化活动场馆，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兴趣爱好课

程；占地 1000多平方米的民防宣
教基地，为学校开展人防主题教

育、心肺复苏急救等特色活动提

供了一流硬件设施。

学校不仅有先进的硬件设
施，还有一批有特色的校本课程。

“学校去年招聘的三名教师均是

硕士研究生，目前拥有中学高级
职称的教师占比近三成。”上海市

第五中学校长李西双坦言，在日

常工作中，教师们根据学生的兴
趣爱好，开发了一系列校本教材，

包括《科技馆奇妙日》《初中语文
课本剧》《生活中的趣味实验》《青

春学堂》等近 20门特色课程。“关
注孩子一生发展，老师们已经做

好了准备，为大居居民子女提供

更优质的教育。”李西双说。
未来，学校将和居委社区

一起用好各种场地设施，为大

居居民提供更好的配套活动
及服务。

食堂菜多，就医方便
一碟炒青菜 3元，一根酱鸭腿

10元，一块炸猪排 10元⋯⋯昨天

中午，居住在彩虹湾金枫里的顾净
带着老伴走进江湾镇街道第一市

民驿站社区食堂，吃了一顿丰盛的

午餐。“我们不用在家吃剩饭剩菜

了，喜欢来社区食堂吃饭，选择丰

富，美味又安全。”顾净说，他们一
家 2016年入住，见证了彩虹湾的

“成长”，社区食堂、大型超市、公
园等配套设施逐步投入使用，为

大居注入更多“烟火气”。
彩虹湾蔷薇里业主孙三红血

糖偏高，需要长期服降糖药。2016

年入住彩虹湾后，她每周挤公交
车去医院测血糖、开药。随着虹湾

社区家庭医生诊所投入运营，她
在家门口就能测血糖、开药，不用

长时间排队等候。
值得一提的是，彩虹湾区域

路网结构基本建成，108 路、160
路、887路公交均在彩虹湾设点停

靠，让居民出行更便捷。
“小区内高层建筑、多层住宅

楼都配有电梯！”提起自家小区，
孙三红满心欢喜。2016 年，小区

内一半以上房屋空关着，随着周
边配套日益齐全，越来越多业主

搬入大居。老邻居们在新大居相
遇，自发组建了“关心老人伙伴

群”“社区平安志愿者”等十多个
微信群，让新大居充满老弄堂的

人情味。

优质资源相继落地
据悉，上海自 2009年启动大

居建设，受土地条件等限制，大多

大居位于中心城区的外围，基础
设施和社会事业资源相对较薄

弱。近年来，上海将保障性住房的配
套放在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同等重要

的位置，累计建成学校 199所，社区

服务设施 3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家，社区文化、体育活动场馆 27

个，新增养老床位 6600张；新建社
区商业约 85万平方米、标准化菜场

47座；竣工市政道路约 355公里、
公交首末站 35座；新增公共绿地和

防护绿地约 525公顷。
2020年是上海大居建设“配

套年”。今年，上海市房管局会同
各区制订大居年度配套建设任务

378项，涉及学校、为老服务、医疗
卫生、菜场、道路等十余类关乎民

生的配套设施；重点推进市政道
路、教育设施等项目建设，加快推

进卫生、养老、教育等配套设施的
补点和开办运营，确保满足入住

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随着大居入住人口不断增多，

居民对教育、商业等资源的需求进
一步增加。目前，浦东、闵行、嘉定

等多个基地引入一批幼儿园、小
学、中学等教育资源；浦东民乐，宝

山顾村、罗店等多个基地也入驻国
有商业企业、老字号等商业资源。

此外，多家银行在大居内的网点开

办运营，方便居民生活。未来，上海
市房管局积极会同市教委、市商务

委等市行业主管部门尽可能多地
把优质资源入驻大居。

■ 在彩虹湾大居，居民们可以在家门口就医 本版摄影 记者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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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民民民城城城市市市人人人民民民建建建
人人人民民民城城城市市市为为为人人人民民民

    上周，在虹口区公安街居住了 30多年的李琴夫妇和 123户老城厢居民如期领到彩虹湾
墨翠里的新房钥匙，这也意味着可以容纳一万多户的大型保障性居住区（以下简称“大居”）
基本建成。
“开门七件事”，家家少不了。从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心城区搬到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资源

相对较薄弱的中心城外围，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能否得到满足？2020年是大居建设“配套年”，
上海将持续提升配套设施和服务水平，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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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三林社区：大型综合商场将建成

■ 彩虹湾大居的社区食堂菜肴品种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