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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日新月异
闲逛申城地标

    杨浦滨江的颜值和内涵超

乎想象，除了杨树浦水厂、杨树
浦纱厂大班住宅、绿之丘等热门

打卡地，毛麻厂仓库也值得细细
品味。

毛麻厂仓库位于杨树浦路
468号，始建于 1920年，前身是

德商瑞记洋行于 1895年创办的

瑞记纱厂。1918年，英商安利洋
行接管经营，更名为东方纱厂。

1928年由民族资本家荣宗敬
和荣德生创办的“申新纺

织”收购，易名为申新七厂。新中

国成立后，这里成为上海第一丝
织厂，是当时全国生产真丝和人

造丝的龙头企业。在 2002 年、
2003年，上海的纺织系统产业

改造升级，整个厂区并到上海船
厂范围内。这栋拥有近百年历史

的老建筑在黄浦江边目睹了无

数风起云涌，是目前杨浦滨江带
现存面积最大的无梁楼盖仓

库，也是上

海民族工业历史的见证者。站在

毛麻厂仓库的楼梯上，可以远眺
陆家嘴风光。

值得一提的是，毛麻厂仓库
旁边就是瑞镕船厂旧址。该建筑

先后由万隆铁工厂、瑞镕船厂、
英联船厂、上海船厂修船分厂使

用，见证了上海修船造船业百年

来的发展变迁。 唐棠

毛麻厂仓库见证魔都民族工业历史

    “探索并分享玻璃的无限可

能”，上海玻璃博物馆曾被评选
为中国最不容错过的三个博物

馆之一。
位于宝山区的上海玻璃博

物馆设有主展厅、形影厅、炫彩
厅、设计新馆、幻梦厅等七个展

览空间，还有包括珍宝馆在内的

两个临展空间。从透过玻璃看历

史，到探索玻璃的科学，再到徜
徉在流光溢彩的玻璃艺术及设

计世界⋯⋯非凡的全方位体验，
让观众对玻璃这一深入生活的

普通材料拥有更为系统的科学
认识和更高层次的艺术理解。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儿童玻

璃博物馆是国内首个专门为儿

童设计的互动博物馆。玻璃迷宫
则是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游戏之

一———迷宫，变成独一无二的设
计体验。在园区内的爱庐彩虹礼

堂内，圆形的结构和玻璃反射的
魔力创造出温馨轻松的氛围，可

谓打卡必到点。 庞孜

申
景
如
画

本报专刊部主编 | 第 730期 | 2020 年 7月 14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蔡 瑾 视觉设计：窦云阳 编辑邮箱：caij@xmwb.com.cn

    很多上海人如数家珍的南京路、徐汇滨江、北外

滩、虹桥新天地等地标区域，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变
化，蓬勃发展的文旅项目让这些上海地标变得更加丰

富多彩。当你匆忙走过时，“新”的变化或许会让你体
会到惊艳的感觉。

■ 南京路步行街 对标世界一流
素有“中华商业第一街”美誉的南京路步行街正

在改造更新，世纪广场和步行街东拓段改造方案已

在加快实施。位于步行街中心位置的世纪广场，是市
中心难得的开放式广场和露天大舞台，此次改造将

注重标志性、多功能性和便民性，打造新时代上海新
地标。

南京路步行街此次改造对标世界一流，将在安
全、舒适、便捷上做深做细，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好体

验，打造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广场标杆。改造完成后，南
京路步行街将以崭新的面貌引领城市时尚消费，为打

造国际消费城市作出更大贡献。
■ 北外滩 开启巨变大幕
位于虹口区南部滨江区域，地处苏州河与黄浦江

交汇处的北外滩地区，正在朝着新时代都市发展新标

杆努力。北外滩总体格局为“一心两片，新旧融合”
———中部核心商务区高强度、高密度开发，两侧提篮

桥、虹口港历史片区呈低层高密度空间格局，构建新
旧融合、以人为本的公共空间网络。为凸显区域特质，

北外滩将形成四个独具魅力的文化片区：四川北路片
区是海派时尚文化区，虹口港片区是滨水生态娱乐

区，提篮桥片区是创新生活体验区，核心商务区则是
高端品质集聚区。

北外滩还将依托现有的白玉兰广场和星港国际
中心两大制高点，进一步打造整体感强的天际轮廓

线。计划在 91街坊新建的 480米高楼将成为浦西制

高点，与陆家嘴上海中心大厦遥相呼应。未来，你可在
北外滩地标区域里的空中连廊享受午餐，去屋顶花园

“小憩”，去白玉兰广场逛街，去百老汇中心看戏，真正
实现“城市，让工作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 徐汇滨江 “企鹅”横空出世
地处黄浦江边的上海西岸艺术区从工厂码头聚

集区变身为洋溢着浓厚艺术气息的文化殿堂，西岸美

术馆、油罐艺术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和望得见江的滨
水大道成为上海新景观，而一个集合最先进设计理念

的新地标———腾讯华东总部大厦已拔地而起。
外观形状酷似“企鹅”的腾讯华东总部大厦以“万

家灯火”为概念，建筑幕墙由不规则的窗户网格组成，
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倾斜，数千个独特的窗户反射着阳

光，呈现出万家灯火的繁荣景象。目前，150米高的大

厦外观基本成形，预计 2021年竣工。
■ 虹桥商务区 长三角“销品茂”

虹桥商务区地处长三角城市轴的关键节点，与长

三角主要城市的距离都在 300公里以内。因为紧邻交
通枢纽，“大虹桥”概念中最亮眼的文旅项目虹桥天

地、龙湖虹桥天街等已经成为不少长三角人心中的购
物天堂。

虹桥天地、龙湖虹桥天街等大型商业地标紧贴虹
桥枢纽，高铁虹桥站、虹桥机场 2号航站楼近在咫

尺，与西部交通中心仅一街之隔。在航班、高铁出发
前的间隙，游客可以到这里小憩、休闲、购物，甚至提

前办理值机。此外，虹桥天地、龙湖虹桥天街等距离
国家会展中心均在 2公里之内，交通十分方便，不少

展商和观展者，常常会到虹桥天地和龙湖虹桥天街
吃喝玩乐。 沈琦华

淮海中路 1487弄，是著名的上海新村。上海滩著
名的工商界人士陈铭珊曾于 1942 年入住上海新村
19 号。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新四军输
送药品，竭尽所能为抗战服务，而他在上海新村的家则
成为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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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四军送药品
陈铭珊，浙江萧山人，1933年 17岁时到上海南洋药房

当学徒，后任襄理、副经理。在此期间，陈铭珊先在中华职业

学校学习，后进入“英国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分院”的夜校部
化工专业半工半读。

1938年初，在上海第三红十字医院当护士的陈铭珊大
妹陈谨亚，选择去苏北参加抗日。抗战期间，妹妹托人找到

陈铭珊，要求采购一些新四军救治伤员急需的消炎、止痛、

杀菌药品，以及一些医疗器材，陈铭珊积极给予帮助。
1939年，陈铭珊担任万国药房负责人。1942年，年仅

26岁的陈铭珊出任当时全国最大的信谊药厂的副经理，成
为当时上海滩工商界知名人士。1948年冬天，中国人民解

放军在淮海战役中节节胜利，震动了上海的工商界。当时，
信谊药厂总经理已前往香港，陈铭珊负责全厂工作。陈铭珊

晚年回忆说，当时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弄得经济全
面崩溃，民不聊生，内心非常痛苦。面对何去何从的抉择，在

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一贯秉持实业报国理想的
陈铭珊作出了毕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掩护地下工作者
上海新村建于 1939年，之前那里曾是盛宣怀住宅的大

花园，花园砍去一半，建起成行排列的混合结构小楼 56幢。

上海新村整条里弄建筑风格统一，均为三层，坡顶，水泥砂浆
外墙、局部有简单的竖向几何形图案，略带装饰艺术风格。建

成之后，上海新村成为当时中产阶层首选的“新里”住宅。
陈铭珊 1942年搬入上海新村，那时他不仅向新四军提

供药品，而且位于上海新村 19号的家也成为“党的地下工

作者的庇护所”。据陈铭珊之子陈定国回忆，“当时的家是标
准的里弄房子，北向入口，南向楼层有阳台，地面层有花园

和通里弄的花园前门，经常有陌生人来，前门进来，进屋穿
上爸爸的西装后再从后门出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了陈铭珊很高的政治和生
活待遇，历任政府、民主党派和社会组织

的重要职务。陈铭珊常常感叹，“我
只不过做了点滴小事，党却一
直记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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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玻璃博物馆
不容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