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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改“加速度”从何而来？市旧
改办负责人认为，乔家路地块旧改

采用了“政企合作”新模式，这是上
海今年旧改一大创新之举。上海地

产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城市更新
发展公司与黄浦区金外滩集团、杨

浦区城投集团、虹口区虹房集团、静

安区北方集团等区属国资企业，投
资成立了四个区级城市更新公司，

市、区投资比例为6:4，具体负责旧
改地块的改造实施。

这一新模式，可以破解老城厢
一些旧改成本收益“倒挂”地块的资

金筹措难题。通过市场化的融资手

段，为旧改地块的顺利启动提供保
障。据悉，今年以来，上海城市更新发

展公司已和10家银行签署旧改银企
战略合作协议。地产集团参与改造的

4幅地块———黄浦老城厢乔家路地
块、杨浦160街坊、虹口17街坊、静安

洪南山宅240街坊，均已破冰前行。

这4幅地块都位于上海中心城区，是
各区剩余规模最大或是“老大难”旧

改地块，改造面积达到23.8万平方
米，涉及居民1.23万户。

机制创新
数砖头外加套型保底
在金陵东路300弄13号底层，今

年70岁的陈青苗正在家里照顾卧病

在床的老伴。作为返城青年，当年
他通过招考成为港务局的一名装

卸工人，1984年被分配到这间石库
门中厢房，一住便是30多年。看着

周边其他地块陆续启动旧改征收，
居民纷纷拿到心仪的新房，自己的

心情也愈发失落。2004年，陈青苗

下岗回家，靠着太太的退休金维持
生活，每个月还会参加社区为民服

务志愿活动，为周边邻居维修自行
车、残疾车。

“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边抚养女
儿一边攒钱，期待改善生活条件。去

年，太太突发脑溢血卧床，需要经常
去医院看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

蓄。”陈青苗有些无奈地说道，原以
为没什么机会改善居住条件了，没

想到今年7月，他们突然收到消息，
宝兴里旧改项目启动。“盼望了几十

年，旧改的阳光终于照进了这个昏

暗潮湿的老弄堂。我们开心得不得

了，第一轮意愿征询以99.69%高比

例通过。”陈青苗笑道，他计划在医
院附近买一间有电梯的二手房，在

有阳光的日子，推着太太出门晒晒
太阳。

经过多年尝试后，上海形成了
在征收中采用“数砖头加套型保底”

的新机制，让居民们格外放心。“数

砖头”，就是把被拆除房屋面积作为
补偿依据，形成统一严格的补贴标

准，规避了原来“数人头”造成的不
透明、不公平；“套型保底”就是对安

置后仍有困难的居民进行保障托
底，确保居者有其屋。

而“阳光征收”政策，更是让旧
改被征收居民签得放心。市旧改办

负责人表示，“阳光征收”就是确保
签约标准“前后一致”，居民先签后

签的补偿价格都一样，甚至先走的
还能有奖励。征收基地有电子触摸

屏，供每位居民随时查询每户居民
的人员、面积、补偿、房源等信息。征

收所有信息都公开、透明，让更多居
民签得更放心、更踏实。

“旧改项目启动后，工作人员小
李就跟我们保持一对一联系、沟通，

通知我们准备什么材料、签约。”蓬

莱路6弄8号的周玲笑道，他们非常
放心，一家人最近都忙着比较二手

房的房价和地段。现在，他们一家人
已经看了多处二手房的房源，包括

彭浦新村、七宝、梅陇、龙柏、杨思等
地段。最终，他们一家人商议后选中

了浦江镇，房价相对较低些，医院、

学校、超市、菜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
全。在人民广场做财务工作的女儿，

也可搭乘地铁8号线直达。

服务创新
房屋征收流程更优化
居民二轮征询签约后，并不代

表会真正搬离。以往，部分旧改征收

项目，在居民签约后，才会发放房屋
征收补充测算单。这时，如果有居民

家庭对测算方案不满意，或者因为

家庭内部矛盾无法调解，就会发生
拒绝搬离的情况，继而导致一个旧

改项目拖延十几年，这一区域成为
一片城中废墟。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更
好地服务居民，张国梁劳模工作室

优化房屋征收操作流程，在第二轮

征询阶段，就将“认定工作前置化”。

记者看到，认定工作包括无证私房
测绘、居住困难认定、特殊困难认

定、房屋类型鉴定等。
在二轮征询签约前，每位居民

都会收到一份《居住房屋征收补偿
测算单》。记者看到一份货币安置测

算单，写明了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充

金额，被征收房屋奖励与补贴金额，
及在签约期限内签约并在约定期间

内搬离被征收房屋的补贴。在二轮
征询协议生效阶段，搬离被征收房

的居民最多跑一次就可以拿到所有
费用。

因为老城厢的私房较多，部分
成员较多的家庭容易产生矛盾或分

歧。乔家路地块还特意成立调节委
员会，邀请居委会、街道和司法部门

的工作人员，律师团队、征收组工作
人员等共同组成，为每一户需要帮

助的家庭提供咨询、调解服务。

旧改的一系列创新服务让居
民们明明白白签约、高高兴兴搬

家。据悉，乔家路地块东块已经签
约3260证，截至 9月 30日，已经搬

走 3009证。

    在上海，每周日下午，总有一群

人往人民公园赶。他们自发地聚在
荷花池畔，有学生，有上班族，也有

退休老人，大家用英语你问我答。如
果有老外经过，就会遭遇大家的“灵

魂拷问”。这里是已经有 40多年历
史的人民公园英语角。这一期的《十

分上海》，我们来到英语角，用一声

“Hello”，开始今天的故事。
下午 3时，英语角热闹起来了。

郑老伯是英语角的“老面孔”了，40
多年前，担任外宾司机的他就曾来

这里练口语：“当年不懂英语，要去
赶火车的外宾，差点被我送到机场，

客人在车上急得直跺脚。从那时起，

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练好口语。”
在英语角，赵老师是许多人口中的

“大佬”，他是一位退休英语老师。他
说：“英语角是一面镜子，我来这里

就能了解上海的英语教学水平。这
些年，会说英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也能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84岁的孙老伯在英语角又遇到了
29岁的吴先生，两人同是化学专业

出身，成了忘年交。孙老伯告诉我
们：“我也没想到他今天会来，在这

里，大家总是不期而遇，充满惊喜。”
也许，这就是英语角的魅力吧！

夜色中，荷花池畔的人们还在

继续谈天说地。40多年来，这场每
周日下午的英语聚会，成为人民公

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时光流转，
学英语早已有了更多的方式，但那

份面向未来，开

明睿智的心态，

早已走出英语
角，与这座城市

一起，迈向新的

高度。新民晚报
视频摄影部

人民公园英语角，大爷一声“HELLO”与你不期而遇

临港卫星研制基地北区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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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临近

“双满月”的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近期还有哪些好事将临？近日，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临港新片区
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临港新片区
“一网通办”系统 1.0版有望在 10

月底将完成开发，S3高速计划 10

月底前开工建设，此外空间规划、
营商环境、招商引资等也在紧锣密

鼓进行中。

特斯拉速度，5天发 4证⋯⋯
除了这些，临港速度还在不断

“加速度”。朱芝松介绍，临港新
片区正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

服务”，积极利用管委会自主改
革和创新管理权限，想方设法破

除制度瓶颈。其中包括：加快搭建

新片区一体化信息管理服务平

台，开发新片区“一网通办”系统。
积极推动“特斯拉项目审批模式”

常态化、制度化，初步形成政府投
资类工程建设“一张表格”“一个

流程”的优化方案。计划 10月底
完成新片区“一网通办”系统 1.0

版的开发。

临港新片区首批 23个重点项
目集中签约和开工，签约项目 23

个，总投资超过 110亿元；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重点项

目签约，总投资近 80亿元⋯⋯临

港新片区揭牌以来，越来越多的

企业选择落户并扎根临港；还
有更多的企业正在奔向临港的

路上。
“我们将聚焦‘卡脖子’关键

领域，坚持‘四个论英雄’，全面铺
开招商引资工作。”朱芝松介绍，临

港新片区目前已接洽各类项目近

500个，其中 70余个产业项目已
初步具备签约落地条件，总投资额

近 1000亿元。
近日，“S2公路海港大道立交

匝道新建工程”正式开工。作为临

港新片区重大市政交通项目，S2

匝道新建工程对进一步完善 S2公
路沿线出入口布局、缓解申港大道

匝道交通压力、加强临港新片区主
城区及其南部地区对外交通联系，

加速推进临港新片区建设具有重
大意义。

除了最美图书馆、上海海昌海

洋公园，临港新片区“打卡”又有新
去处。国庆前夕，上海南汇新城镇

芦潮港公园开园，这也是上海首座
海绵化公园，园内水循环不与外界

市政管网沟通，就能控制雨水径

流，实现自然净化。

朱芝松透露，S3 高速计划 10

月底前开工建设，两港大道快速

化改造、S2 客货分离辅道力争年
内开工。“星空之镜”海绵公园计

划本月底开工，洋山特殊综合保税
区围网工程、特斯拉配套工程计划

年底开工，临港自来水厂力争年

内开工。
“根据临港新片区的新功能，

将启动新片区空间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和产业、交通、能源、生态、社

会事业等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从人
口发展、空间格局、用地规模、产业

布局、城市功能、交通与市政设施
等方面评估，找出瓶颈和问题，让

临港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未来之

城。”朱芝松如是说。

    昨天，成功发射了世界首颗

暗物质探测卫星（悟空号）、世界

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
号）、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的中国

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在临
港新片区建设的临港卫星研制基

地北区正式竣工启用，3.6万平方
米的卫星总装厂房可承担 30-50

颗吨级卫星研制生产能力。同时，

二期项目临港卫星研制基地南区
也启动了开工建设，未来将具备

承担 600颗商业微纳卫星的研制
生产能力。

卫星创新院院长龚建村表

示，“未来会充分利用好高水平的
科研园区，通过积极争取更多科

研型号任务，精心策划产业化发
展规划，把卫星创新院的科研工

作、产业化工作双轮驱动，做大做
强。同时带动一批航天航空企业

进驻临港，以促进新片区的经济

发展。如果临港需要打造以航天
航空为主题的文化旅游、科普基

地，我们也会不遗余力地提供卫

星模型、讲解员等方面的支持。”
本报记者 杨欢 陈梦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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