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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刻入浦东基因的卓越品格

    浦东大道 141号，浦东开发开放起步的地

方，如今已成浦东开发陈列馆。在展品中，有组
“最萌身高差”模型令人印象深刻。在上海中心、

东方明珠等“大高个”脚下，一个毫不起眼的“小
个子”曾是当年“浦东第一高楼”，这一身高差折

射出浦东 3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从当年的浦东第一高楼———24米的东昌

路瞭望塔，到如今的上海第一高楼———632米

的上海中心；一道跳跃的弧线掠过时空，勾勒
出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的华丽转身。

昔日“雄冠”陆家嘴
“茅檐低小、坡上青青草”，在许多人眼

里，浦东曾是一个“大农村”。1990年 4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楼万楼次第起。

63岁赵解平虽已退休，说起浦东仍是激
情澎湃。“我曾收藏了一块浦东南路 807号的

门牌号，如今在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的档案室存放着。这是注定要载入改革开放
史册的,因为它是当年上海消防总队消防第一

大队东昌中队的所在地。”他从手机里翻出老
照片，那是 1951年 12月 28日《新民报》的一

则消息，记载了建造东昌瞭望台（当年称为
“瞭望台”）的新闻。

18岁那年，赵解平当上消防兵，并被派到
东昌消防中队。“这个瞭望塔当年是‘雄冠’陆家

嘴地区的最高建筑。”登上最高楼，他回忆说并
没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那时的浦东有些

荒芜———浦东南路以东全是农田，阡陌交错；
浦东南路以西包括现在的滨江地带，主要是工

厂和居民的危棚旧屋等。那时通讯不发达，晚
上公共电话亭一关就“失联”了，防火情主要靠

“看”，有情况靠“喊”，需 24小时值守。尤其到晚
上一片漆黑，在瞭望塔上远远看到有火光就要

拉响警报，但十有八九虚惊一场。靠着“第一高
楼”的有利地势，周边一举一动尽收眼底。“一

晚，消防战士发现浦东南路对面的烟杂店老虎
窗有手电在晃，周围几家还是有灯亮着的。没

有断电呀？但这家烟杂店消防战士经常去买东

西的，情况比较熟，晚上没人住。于是消防士兵
及时报警，将蟊贼控制并扭送派出所。”赵解平

说，当年消防兵兼做“警察”的情况司空见惯。

大高个变成小不点
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后，浦东的高度不

断被刷新。1986年，东昌路、浦东南路口与东

昌消防队瞭望塔对面的 7?楼的浦东邮电大
楼挡住了瞭望塔西面的视线。1988年，13?

的东昌大楼首破纪录，超过瞭望塔。
1992年 2月，赵解平复员来陆家嘴集团

工作，加入浦东开发建设大军的队伍，更是亲

眼见证了浦东开发开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88
?的金茂大厦竣工；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落成；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建成……随着
周围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东昌消防瞭望塔

从“大高个”变成“小不点”，尤其是东昌消防队
南侧高 199米的世界广场建起后，视线被近距

离遮挡，很难再发挥观察火情的作用。1995年
起东昌瞭望塔被停用，1997年上海市消防局

撤消上海所有消防中队的消防瞭望班，瞭望塔
至此退出历史舞台……

1999年 9月 13日，有关部门决定对其实施
爆破。“为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我特意到八佰伴

花了 6666元人民币买了索尼超 8型摄像机。那

天，我早早赶到现场，到对面的东昌大楼上架
好了摄像机；手中的单反相机也调到了连拍档，

当听到爆破的信号时，及时按下快门……”

天际线越来越美丽
2016年，随着上海中心建成，浦东绘就上

海新的天际线，也翻开浦东发展的新篇章。作

为上海中心 001号入驻者、身兼上海中心项
目的顾问，宝库中国创始人柳费国目睹“第一

高楼”的设计建造全过程：“早在建设之前，我
们就在思考：上海中心不仅是要创造浦东新

高度，更要从陆家嘴乃至浦东的整体功能、定

位上有所突破。”如今的上海中心不仅是座超
高?标志性建筑，而且成为一座垂直的城市；

大量开放式空间让都市人可漫步其中，融入
这座城市地标。记者看到，在上海中心 37楼、

173米的高空中，有“空中园林”之称的半亩
园，是世界最高的室内中国园林。亭台草庐、

假山流水、一草一木，都以明代园林方式展
示。清代的瓦片、元代的石头、明代的帘子就

在身边，和玻璃幕墙外的摩登都市相映成趣。
在这座矗立于云端的江南园林，让人们感受

到上海的前世今生。在这，能看到上海观复博
物馆的馆藏，宝库艺术中心里有造价超过

2500万元、创吉尼斯世界纪录、面积最大的景

泰蓝珐琅地。更为神奇的是，在上海中心地下
25米深的 B5?，宝库 1号可容纳 3万个保管

箱，堪称世界之最。“网红打卡点”———浦东新
区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也在此诞生。朵

云书屋让人们在“云上”享受阅读的静谧时光。

记忆和梦想的融汇
为全身心投入上海中心的建设，家住浦

西的柳费国租房子搬到浦东，后来被这里的

创业激情所吸引，干脆买房成了浦东人。“从
上世纪 90年代开始，目睹浦东从荒芜到繁华

的蜕变过程；当初金茂大厦建设就想造宝库
的梦想，如今在上海中心实现。许多人来这珍

藏宝贵物品：有人存放了邬达克当年设计房

屋和长辈的书信；有人珍藏了用过的每一个
手机、定期为它们充电、只为保留挚爱者的短

信记录。”在他看来，浦东的发展不但要创造
新传奇，也要唤醒、保留城市记忆，这都将成

为国际大都市最吸引人的魅力所在。
同是上海人的赵解平原本居住在闸北

区，娶了“浦东娘子”后也搬到浦东。“当年我
就劝周围朋友来浦东买房，因为这里真的是

一块热土。”他说最多的一天，接待了 11批来
访者，包括政府部门、外国客商、作家、各国记

者等。“浦西一间房，浦东可以有一套大房子，
多好！我所有的书和各种收藏的宝贝都有了

安身之地。”他还回忆：“当年我结婚时候，提
早要把妻子的嫁妆运过来。但遇上公交车出

故障抛锚，还要乘摆渡，上午 7时出门，晚上 9

时半才把嫁妆接回家中。”如今，穿梭在浦江

两岸一天几个来回也不稀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

1993年来过浦东，见到当时的房子，嘲讽浦东
开发开放就像沙俄时代为女皇建造的“波将金

村”(?布景遮蔽的茅草房）。若干年后，《弗里德
曼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说：“我认为如果弗

里德曼还健在，他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上
海包括整个中国，都证明了市场力量的强大。”

30年，在浦东不断“变高”“变强”的成长过程
中，上海再次成为全国经济建设的“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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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周前，本届进博会“最重量级选手”———

总重 86.7吨的西班牙产大型龙门机床经洋
山港码头抵达进博会会场；就在此刻，满载临
港产特斯拉 Model 3汽车的巨型货轮，正行
驶在通往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口的大洋上。

进博会结束后，叙利亚的“绝版”肥皂、智
利的蜂蜜、西班牙的火腿……20多个国家的
进博会好货，将在浦东新区“一带一路”国别
汇场馆与消费者隆重见面。

开放的浦东， 是上海乃至中国通向世界
的重要门户。 24小时与全球交汇，不断创造
新的传奇。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浦

东，从曾经的江边旧城

和“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的江南
农村，华丽转身为 GDP总量超 1?亿元、摩天
楼林立的世界级经济中心， 创新创业的热土，

最大可能的对外开放，是成功的奥秘之一。

1990年 4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正
式宣布浦东开发开放。 浦东开发开放的目标
定位， 就是从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出发， 肩负起党中央赋
予的推动上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
运中心之一， 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腾飞的重要
使命。 实践证明，30年来，浦东这片热土未曾
辜负国家的期望。

1990年，陆家嘴、外高桥、金桥三个国家
级开发区首先设立。 三个“开发区”，开放的
“基因”属性鲜明。

1995年 9月，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进入

中国的外资银行———日本富士银行上海分行
在浦东成立；2005年 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在
全国率先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13年，中
国首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从浦东起航；2019年，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正式揭牌，提出要以更深层次、更宽领
域、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30年来，对外开放，始终是浦东发展的
时代强音。就在今年，浦东发布推进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高质量发展“16条”，向全球跨国公
司热情伸开双臂。 新片区一周年之际，《关于
以“五个重要”为统领加快临港新片区建设的
行动方案（2020-2022年）》正式公布，浦东
开发开放迈上崭新台阶。

2018年首届进博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开幕主旨演讲中指出，开放、创新、包容已

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 而开放的品格之于
浦东尤为强烈。正是这种勇于面向大海、拥抱
世界的宽大胸怀，以及对标全球、渴望卓越的
不懈追求，让浦东不断发展壮大，不断提升自
我，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王牌和新
的高地。

市委书记李强指出， 特殊时期需要特殊
担当，体现特殊作为。今天的浦东依然要保持
热火朝天、只争朝夕的创业氛围，点燃灯火通
明、挑灯夜战的创业之光，追寻披荆斩棘、筚
路蓝缕的创业足迹， 以下一个三十年浦东开
发开放的宏伟蓝图凝聚人、激励人、鼓舞人。

三十年后的浦东， 再一次站在中国对外
开放的最前沿。这一次的使命更艰巨，这一次
创造的未来也将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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