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淀浦河梦蝶岛区域的水城门城楼复原了
历史中的青浦水门，巍然立于漕港之上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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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上海有两起火灾给很多人留下深
刻印象。 火其实都不算大，人们津津乐道的，

是火灾中两位普通人一腔孤勇、 热血救人的
暖心故事。

一场火发生在今年 9月 5日。 当时，上
海奉贤区奉城镇文化小区一居民楼 4 楼失
火， 一名 9岁女孩被困， 向窗外大声呼救。

危急关头，一位身材瘦弱的居民，沿着外墙
通过落水管徒手攀上 4楼，从烈焰浓烟中救
下了女孩。

救人者名叫曾令平，今年 56岁，从四川
来上海打工已经 21年， 是一名五金车床工。

令人感动的是， 曾令平不但没有任何攀爬经
验而且恐高，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英雄从来都是出自平凡人一念之间的勇气。

另一场火发生在 9月 12日晚，嘉定区裕
民路一处居民楼 2楼的一户人家厨房间油锅
起火，锅子已经烧穿，漏油带着火，将整个灶
台点燃，浓烟滚滚，家中大人却不在家，两个
10多岁的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 此时，一位
名叫鲁万良的外卖小哥正好送餐经过。 他马
上放弃送单，先后三次冲进着火的房间，救出
两个孩子，并竭尽所能将火扑灭。

鲁万良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
起的事。 救完火后，他才想起自己还有单没
送，于是骑上电瓶车继续送餐。 坚持送完两
单后，他觉得呼吸困难，才自行前往嘉定区
中心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他，是高温气体灼
伤了他的喉咙。

平凡人的大勇之举，格外让人震撼。 这
背后，最值得赞颂的肯定是个人的素养与品

性，却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一座城市的品格
与底蕴。

正如救人者曾令平所言， 自己在上海生
活了 21年， 留下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和回
忆，早已把这座城市当成了自己家，所以在他
看来，这是他的分内事。 “如果再选一次，还是
会害怕，但一定是同样的选择。 ”

这种认同感、归属感，是一座城市让人产
生幸福感并愿意留下来的重要原因。几年前，

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曾发布过国内首
份《中国超大城市认同感调查报告》，上海仅
次于重庆，排名第二，广州、天津、北京、深圳
和武汉分列三到七位。 对于一座日常活跃人
口近 3000万的超大城市来说， 这种高度认
同殊为不易。

这种认同，源自何方？ 归根结底，它是源
于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源于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
格；更源于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重要理念。

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 上海全城上下一
次次并肩抗疫，不仅让自律、担当、团结、奉献
成为城市的鲜明底色，也让惜英雄、敬英雄、

崇德向善在这座城市蔚然成风。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 崇尚英雄才会
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一段时间
以来，上海的街头巷尾，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凡
人英雄，从“教科书式”救人不留名的高中生，

冬日里跳河救人的 72岁老人，到最近这两场
大火中挺身而出的“打工人”，英雄星星点点，

熠熠生辉照亮这座城市。

这种普通人身上迸发出的蓬勃向上的力
量，是一座人民城市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
是她最大的软实力之所在。

水城叠合 提质升级
规划面积 91.1平方公里的青浦新城，河

道水系纵横如棋盘状，同时连接了青西郊野

公园等大型生态空间。水，是它的核心元素，
亦是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根据规划方案，青浦新城正以环城水系
建设为先导，通过水城叠合的方式，系统重

塑空间格局。水城叠合，指的是以水网作为

组织青浦新城空间的重要纽带，有机叠合路
网、绿网、公共服务等要素，注重依水塑城，

构筑人、水、城相融的新江南水乡。“十四五”
期间，青浦新城重点聚焦“一个中心、三个片

区”开展规划建设，每个区域都以水为媒，打
造人水相亲、绿水相融的江南水乡风貌。

“一个中心”，即上达河两岸的青浦新城

中央商务区，区域面积 6.5平方公里，未来将
建青浦之芯岛、青浦新城中央公园、外青松企

业总部走廊等，区域内细化设计了生态型、生
活型和城市型等各种水岸空间，同时还将滨

水布局 8个近 1公顷的口袋公园，服务半径
300米，居民步行 5分钟可达一处口袋公园。

“三个片区”，即城市更新实践区、未来新城

样板区和产业创新园区，这些区域同样将借

助水系打造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之城。
“以前的河浜，如今变了模样，景色宜

人，我很喜欢来这里遛弯。”家住赵巷镇青湖
轩小区的薛春荣几乎每天都要打卡环城水

系公园。环城水系公园由淀浦河、油墩港、上

达河和西大盈港四条共约 21公里的骨干河
道组成，内外圈滨水绿道全长 43公里，有

3000亩滨水开放空间。作为专门为青浦量身
定做的生态环境治理的标志性工程，环城水

系公园历经 3年多建设，在 2020年的第一天

全线贯通。这个没有围墙的环状公园如同一
条翡翠玉带般环绕着青浦新城，河边有休闲

运动场所、有骑行道、有步道、有驿站、有图书
馆，水的特色贯穿于人的居住和活动中，使城

内居民的工作、生活平添了几分江南韵味。

产业集聚 未来可期
环境变美了，提升幸福感的不只是居

民。好的产业项目也随之而来。如今，青浦新

城正立足淀山湖周边优越的生态环境，承接
虹桥商务区、西岑科创中心、市西软件信息

园的产业链延伸，不断将国家战略和生态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青浦新城以青浦工业园区为核心载体，
打造了数字信息产业园、氢能产业园、人工

智能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生命科学产业
园、民用航空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园区，着力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刻得青浦数据中心、
启迪国际科技城、华测导航生产研发中心、

康恒环境总部基地和新技术研发中心等大

项目相继落地。今年 1月到 7月，青浦新城
税收收入完成 139.8亿元，增长 20.8%；实到

外资 9245万美元，增长 94.1%。
上海上药杏灵科技药业有限公司是青

浦工业园的“老成员”。今年，员工陈欣怡见
证了公司的第五次搬迁。2019年，上海上药

杏灵科技药业有限公司成为青浦工业园生
物医药企业亩均产值冠军，但老厂房产能明

显不足，成了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随着新
城建设的推进，公司看中了青浦新城的产业

潜力和扶持政策，在华青路上建设了 60多
亩新的生产基地。“新基地周边，辰光、赛伦

等一批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军企业集聚。这一
次搬迁，对于公司来说，无论是产能还是产

值，都是一个‘能级’的提升。”

筑巢引凤 宜商宜居
优质企业纷至沓来，青浦新城建设热火

朝天。几天前，在位于淀山湖拦路港西侧、沪

渝高速南侧的工地上，轨道交通 17号线西延
伸工程的关键控制点———拦路港特大桥主

体工程正式开钻试桩。17号线西延伸工程，
将从既有 17号线终点东方绿舟站出发，沿沪

青平公路南侧向西走行，终于新建的西岑站，

长度约 6.6公里，未来还将继续延伸至金泽。
这条线路是连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和国家会展中心的重要通道，同时更
是青浦新城强化枢纽辐射力的关键支撑。

好消息还在不断传来。未来青浦新城还
将依托“长三角数字干线”，加快集聚一批具

有影响力的创新产业和创业平台，布局一批
在长三角乃至全国具有领先地位的城市服

务功能，加快建设长三角消费中心城市，打
造长三角最具制度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最具

人才吸引力的创业环境、最具幸福号召力的
宜居环境，让青浦新城成为天下英才近悦远

来、施展才干、成就梦想的创新创业热土。

本报记者 杨欢

高颜值
最江南
创新核
上海一江（黄浦江）、一河（苏

州河）、一湖（淀山湖）均起于青
浦。这里依水而建、因水而兴，是
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上海之源、
江南水乡，也是面向全球、面向未来
的上海之门、国际枢纽。

作为青浦区行政文化中心，青浦
新城是“襟带”。如今，伴随着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进博会两大国家战略在
青浦落地，处于上海面向长三角的中心
节点和关键链接上的青浦新城，也迎来
了新使命。

上海市“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
目标纲要明确，青浦新城要构建体现历史
人文底蕴和生态宜居环境的城市空间，成
为引领绿色创新发展和江南文化传承的生
态宜居之城。淀山湖畔，一座“高颜值、最江
南、创新核”的现代化新城，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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