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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热热

杭州优化行政区划 有分有合均衡发展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调整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

知》，杭州市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撤销杭州市上城区、江干区，设

立新的杭州市上城区；撤销杭州市下城区、拱墅区，设立新的杭州市

拱墅区；撤销杭州市余杭区，设立新的杭州市余杭区。 临平区、钱塘区

为新设立。 此次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后，杭州的城市核心区功能更

加突出，城区行政区域更加均衡。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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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父亲战斗过的土地
———新四军后人严晓燕安徽泾县祭奠先烈

    “现有部分行政区划已严重

不适应新阶段新形势新要求，区
域空间不协调、产业布局不合理、

人口密度不均衡、 空间规划不协
同等问题日益凸显， 已成为制约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瓶颈， 优化调
整部分行政区划已成为城市发展

的必然要求。 ”

———杭州市行政区划优化调
整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张仲灿表示，杭州是浙江省省会、

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 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居重要地
位。 但对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赋
予的战略使命、 经济社会发展的
趋势性变化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杭州市还存在
一些短板和不足。

“发展到今天，杭州要响应长

三角一体化的要求， 即高质量与
一体化的协同发展。因此，杭州现

在则是要通过内部的整合来提升
内生动力。 ”

———杭州规划委员会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汤海孺分析，行
政区划调整与杭州经济社会发展
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以来，杭州
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是向周边扩
张的行政区划调整，包括萧山、余
杭撤市设区，以及后来富阳、临安
先后设区， 通过外拓的方式来解
决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

“从 2019 年初开始，杭州就

围绕区划调整陆续开展了一系列
必要性研究、风险评估、专家论证

以及省、市、区等各个层面、各界
人士的意见征求，仅市、区两个层

面就分别召开了 44?座谈会，邀

请了 2400 多名社会代表参加座

谈交流。 ”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副局长张勤介绍， 区划调整并
非一蹴而就。

“优化行政区划，顺应了人口

向一二线城市新城区集聚的态

势。同时发展新城区，也有利于发
展先进制造业。 工业化本身需要

依托于城市，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
动力， 但是城市化也是工业化的

依托。 ”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
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

表示。

“早期在国务院和民政部的

支持下， 中国的很多城市陆续把

小的区域进行合并，以精简执政
队伍。杭州这次的区划调整呈现

出了另一种趋势———有分有合，

在区划调整优化上是一个新的

方向。 ”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
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 此次调整
中有两点值得观察， 第一是既有
两个区的合并， 也有像余杭区这
样的拆分， 原来的余杭区拆分划
入了新的余杭区和临平区， 这使

得杭州未来的行政区， 可以更加
均衡地分配市场责任， 让管理更
高效。

“杭州此次部分区划调整，可

以让杭州的空间格局更加合理，

是杭州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一步， 将更

好集聚全省乃至全国的要素，促
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卓勇良
表示。

“2019年，杭州常住人口增长
到 1036?人， 增量达 55.4?人，

年度增量首次超过深圳和广州，

位居全国第一。这一年，杭州城区

人口达到了 682.2?人，首次超过
南京，成为长三角第二大城市。 ”

———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

凭借民营经济以及近年来数字经
济的快速发展，杭州人口、人才流
入较快，城区人口规模快速扩张。

吕倩雯 整理

他从上海出发
奔赴皖南参军

严振衡祖籍扬州，1929年和
兄妹三人跟随父母迁到上海生

活。1937年 7月，日本发起全面
侵华战争。在动荡的环境下，严振

衡的父亲失去了工作，14岁的严
振衡不得不放弃学业，到当时上

海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

做学徒，补贴家用。
严晓燕说，父亲并没有因此

放弃读书，他时常去图书馆看书、
学习，英语、普通话、上海话都很

流利。“在上海，他结识了中共地
下党员方启腾和胡树德，并在他

们的引导下投身了革命。”
刚满 15岁，严振衡就在党组

织的领导下，参与组建了上海新
新公司工会，并担任工会常委兼

执行委员。他还参加了上海中区

职工抗日救亡会，与同志们一起
发动职工群众，联合其他行业的

工会，开展反资方扣薪、年关裁
员、反延长工时等工运斗争，保护

职工权益，同时想尽办法为新四
军抗战筹集资金。

1939年 1月，在上海地下党

的安排下，严振衡和胡树德以上
海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跟

随煤业救援队奔赴皖南参加新
四军。严晓燕告诉记者，在来到

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后，严振衡
被分配到教导总队第三期第七

队，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政治学

习，之后又考入了专门培养军事

干部的军事二队。“父亲在教导
总队学习了很多政治军事知识，

成为了对国家军事有用的人才，
担任过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参谋

长和顾问。”
此时的严振衡，怀着满腔热

血，和投身抗战一线的决心，正式

加入了共产党。

老红军的守护
战斗到了最后

“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跟我
讲，为了保卫军部并对日作战，他

奉命带着工兵连在泾县军部周围

挖了很多的工事。”严晓燕说。
1940年 10月 2日，日军向

皖南进犯。作为新四军教导总队
工兵连的军事教员，严振衡在汀

潭村的蜈蚣山等险要地段挖了不
少战壕和堡垒，配合轻便小分队

阻击，干扰敌人的突进步伐，使日

军在装备、兵力上的优势受到限
制。不到 10公里的路程，敌人整

整走了 6天 6夜。日军又启用了
飞机和大炮轮番向新四军阵地轰

炸，炮弹炸裂声震荡着山野，很多
同志负伤，甚至牺牲。

“老红军们一直护着我父亲，

不让他冲到前头。”说到这段历史

时，严晓燕的眼眶有些泛红，声音
也哽咽了：“老红军跟我父亲说：

严教员你是有文化的人，你不能
死，等我们都战死了，你要帮我们

给家里写信，告诉家里人，我们战
斗到了最后！”

双方激战到 8日凌晨，阵地

上只剩下严振衡一个人了。所
幸，新四军军长叶挺组织来自中

村、茂林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
向日军发动猛烈反击，终将敌人

击退。

新四军的后人
不能忘记过去

这段历史对于严晓燕意义非
凡，她一直牵挂着安徽泾县这片

土地：“我的家人告诉我，一定要
代表他们来这里祭奠先烈。没有

他们护着我父亲，也就没有我们
的今天。”

在采访过程中，严晓燕的手

里始终握着一本书。她告诉记者，
自退休以后，她就开始寻找父辈

的足迹，至今有将近 20年了。“我
找到了我父亲先前录的 100多盘

录音带，我们家里还有他的手
稿。”根据父亲留下的众多珍贵

历史资料，严晓燕拜访了数十位
父母当年的战友，同时还联系上

海、广州、苏州和石家庄等地当年
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于 2009年汇

编了 《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
月———老侦察科科长严振衡的回

忆》一书。
“我们是新四军的后人，有责

任继承和传承革命前辈的精神，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踏上父亲曾

经战斗过的土地，严晓燕握着手
里的书，心情久久未能平复。

本报记者 吕倩雯

红 色长三角红
    安徽泾县云岭镇有

座蜈蚣山 ， 山体海拔不

高，仅 180米，在群山环绕

中显得并不起眼。 正值春

花盛开，白色的檵木花恣

意绽放，开满上山的必经

之路，仿佛指引着来此处

的人们往山顶登去 。 上

周，69 岁的严晓燕专程来

到蜈蚣山，这是她第一次

来到泾县 ， 没有多作休

息， 她决定一早登顶，去

山顶的汀潭阻击战遗址，

看一看她的父亲严振衡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 严晓燕（右一）等新四军后代与党史专家在汀潭阻击战遗址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