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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专访普陀区委书记姜冬冬

在水清景美的苏州河畔观景、散步、慢跑，人与自然和谐
相伴……苏州河普陀段拥有中心城区苏州河最长岸线，约21

公里，正好是半程马拉松的距离，“半马苏河”迸发的是“年轻、
健康、参与、向前、未来”的活力与希望。曾被誉为上海“西大
堂”的普陀区，“非凡十年”交出了亮丽答卷：地区生产总值站
上“千亿台阶”，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域经济最强支撑；桃浦智创
城载体形象初显，真如城市副中心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实施
“才聚普陀”计划，人才服务和创新创业环境持续优化；全面打
响“三旧”换“三新”攻坚战，完成二级旧里以下房屋征收和无
卫生设施改造，居民告别“拎马桶”……

现在提起普陀区，人们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人靠谱
（普），事办妥（陀）”，普陀区委书记姜冬冬在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时，也反复说起这六个字，“普陀人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和精
神去拼搏奋斗，去创造美好生活，去赢得灿烂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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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马苏河”，跑出活力与希望

■ 段陀区苏州河半岛花园段
者报记者 钦中钦 摄

优化营商环境“事办妥”
“人靠谱（普），事办妥（陀）”是普陀区

2020年提出来的城区形象口号。最早主要

是针对营商环境和服务企业方面，契合了

普陀的谐音。如今，这两句话已经成为全

区上下的共识、态度和精神。

“‘人靠谱（普），事办妥（陀）’，讲穿了

还是做人和做事。”姜冬冬解释，人靠谱，主

要是对各级干部提的要求，在企业和群众

有需要的时候，要做到“四到”，随叫随到、

服务周到、说到做到、面面俱到；事办妥，就

是要做到“四办”，即该办的事坚决办，决不

能拖；能办的事马上办，决不能等；难办的

事设法办，决不能放；合办的事协作办，决

不能推。“希望普陀的老百姓、企业等各类

主体在普陀都能感受到‘四心’，就是办事

更加省心，发展更加顺心，生活更加舒心，

扎根更加安心。”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心换心服务企业，

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是普陀区不断追求的目

标。几年来，营商环境新政已发布到5.0版。

今年上半年疫情期间，普陀区千方百

计服务企业各种需求，与企业同舟共济抱

团取暖，纾困答疑回应率100%，还引进了

70多个重点项目，其中有6个亿元级项目

落地。姜冬冬表示，“普陀正行驶在发展的

快车道上，具有独特的空间、区位、交通和

人才集聚优势，以及热气腾腾的浓厚营商

氛围。要让普陀的营商环境像‘普洱茶’，

越品越甘甜。”

发展水岸经济“烟火地”
跑“苏河半马”，到苏州河工业文明展

示馆看展览，带孩子们在少儿图书馆读书，

在网红地标天安千树喝咖啡……这是“半

程马拉松，海派烟火地”的美好图景。

普陀区将如何建设“半马苏河”，发展

水岸经济？姜冬冬认为，“普陀区的苏州河

岸线是最长的，其中南岸有6公里，北岸有

15公里。目前‘苏河之冠’滨水空间初具形

态，今后市民可以在幅度较窄的南岸走起

来，即休闲漫步；在幅度较宽的北岸跑起

来，即半程马拉松；在中段的苏州河上划起

来，即龙舟、游船、赛艇。”

“要把‘半马苏河’建设成高质量高品

位的公共空间，第一步是要把沿线存在的一

些‘堵点’打通，把岸线和里面的腹地贯通起

来。第二步就是通过规划引领，提升周边

的路桥、绿化。苏州河沿线要打造城市的

会客厅，普陀区要打造长三角的会客厅。”

姜冬冬认为，要对苏州河沿线的产业布局进

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优化，建立新经济赛

道，这一段的名字叫“苏河左岸”。这样，东

段是“苏河之冠”，西段是“苏河左岸”。

“苏州河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如今

水岸经济的载体就是苏河水岸经济发展带，

我们还要提升滨河空间的品质和功能，精心

描绘一幅‘半马苏河’的工笔画，把最好的资

源开放给老百姓，让苏州河更有烟火气。”

提升片区服务“惠百姓”
看电影、读报纸、写书法、玩游戏、量血

压、配药、唱京剧越剧、玩游戏等，饿了就在

社区食堂吃一顿。这是社区居民在网格化

综合管理服务片区中心“过日子”的画面，

这样的片区，普陀区已经建成了31个。

“我们整合党建、群团、养老、医疗、教

育、文体、法律、亲子等资源于一体，使片区

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一站式’服务综合体。

以后将继续加密布点、提升能级。”姜冬冬

说，这些年，普陀区民生不断改善，网红打卡

点也多了，老百姓获益越来越大。“我刚到普

陀工作时，到街道居委会跟居民聊天，不少

人告诉我是从中心城区别处动迁来的，几年

过去，现在很少有人讲这种话了，反倒是告

诉我生活如何方便了，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

大家的获得感、归属感、认同感。”

环境变美、生活变好，与普陀区实施的

城市更新五色行动密切相关，即蓝网、绿

脉、橙圈、宜居、美路。姜冬冬如数家珍：

“比如，绿脉方面，普陀的公园绿化覆盖率

在全中心城区排第一位，除了成片大绿地

外，这些年拆违腾出来的很多空间改成了

街心公园、口袋公园等。橙圈是15分钟社

区生活圈，依托网格片区解决了居民日常

所需。普陀是全市首批告别‘拎马桶’的

区，对非成套住房改造花了很大力气，比如

曹杨新村的改造。美路方面，每年打造10

条左右景观道路，城区面貌焕然一新。”

展望未来的发展愿景，姜冬冬表示，要

写好五线谱，谱好两部曲，携手零距离，共

画同心圆。“我们简称‘520同心圆’，就是围

绕5条高线，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城

区形象高颜值、人民生活高品质、城区治理

高效能、干部人才高素质，同全区人民一道

共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家园’”。

本报记者 沈月明 江跃中

■ 普陀区委书记姜冬冬 杨建正 摄

用“数字监管”精准管控共享

单车等非机动车停放，用“移动场

所码”守住快递外卖人员的“第一

道关”……今天，市城管执法局在

闵行区召开“双迎”城市环境治理

现场推进会，推广优秀经验。记者

获悉，今年1至9月，全市依法查处

城市环境违法违规案件7.4万余

起，其中街面环境案件6.7万余起、

小区环境案件0.7万余起，投诉量

同比下降33.6%。

在新虹街道城运中心，记者看

到，大屏幕上显示着区域内共享单

车的注册数量及违停数量。屏幕上

还有多个点位，用红、黄、绿三色标

识，代表该点位非机动车停放量的饱

和程度。10分钟后，记者来到龙湖天

街一处显示“饱和”的点位，共享单车

公司的清运人员已在现场清运。

“新虹街道范围内的哈啰单车，

通过蓝牙道钉来规范停放，而对于

其他公司的共享单车，则通过街面

探头和人工巡视来劝阻、管理违停

现象。”新虹街道城运中心专职副主

任董良骏介绍，“通过这套试运营中

的数字监管，可以将已饱和的点位

推送给共享单车公司和街面巡查人

员，督促其及时清运，同时在不饱和

的点位补足车辆。”“目前，每天清理

的乱停放单车数量在1000多辆，比

以往大大减少。非机动车违停问题

在10分钟内会得到响应，20分钟内

会得到有效处置。”新虹街道综合行

政执法队副队长顾春晖说。

与此同时，针对快递外卖人员

等流动人群，新虹街道联合第三方

推出了“移动场所码”，把好“第一

道关”。城管队员巡查时携带“移

动场所码”牌，快递外卖人员扫码

后，其从业信息、核酸检测等情况

便会实时传输至街道城运中心，会

对不符合核酸检测规定、随申码异

常的快递外卖人员，及时发出预警

信号。

新虹街道的做法，是闵行区做好

“双迎”城市环境保障的缩影。同时，

闵行区聚焦城管执法重点区域、重点

领域，推进垃圾分类、户外广告、违法

建筑、小区环境等治理，查处城市环

境违法违规案件4300余起，整治违

法户外广告263块，联合执法126块。

据了解，在市级层面，下阶段

上海城管将抓好疫情常态化下执

法，推动执法力量与资源向城市环

境问题集中的领域倾斜下沉，在红

色点位、四叶草周边等重点区域落

实“一点位一方案”，建立健全行刑

衔接机制及信用惩戒，并在全市范

围内推广智慧赋能下的城市环境综

合治理新模式。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红黄绿”显示共享单车饱和度
上海城管推广城市环境治理数字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