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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老师、银行职员、咖啡馆老板、民宿主理

人……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王芳是个标准的
“斜杠中年”。2016年，她被推选为金山区女性创业促

进会会长，将金山区一批成功女企业家凝聚在一起，
资源共享、共同成长。她总说，自己的过往经历，能更

好地为代表履职工作提供素材。而今年初的一份建
议，灵感正源于她从事的民宿行业。

精益求精
王芳创业至今已有 15年。之前，她曾当过英语老

师，也做过银行客户经理。但受家庭环境影响，王芳天

生有股“爱折腾”的个性。在银行，她接触不少企业家，
了解创业成长故事后，心中的创业梦想也开始萌芽。

2016年 5月，王芳在家乡金山开出名为“林泉渔
家傲”的民宿。“我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人有我先，人先我精。我一直想给客人最

好的居住体验。”王芳说，一开始，自己不善于经营，
就向星级酒店请教，请民宿经营行家来指点，“中国

顶尖的民宿，我几乎都住过，我想从行业佼佼者身上
学到最精髓的东西，给客人带来最好的体验”。

每年 12月，王芳会在民宿开展“以书换房”活动，客人用闲置的
20本艺术人文类图书，随机兑换一张免费民宿体验券。日积月累，民

宿成了小型图书馆，并结合金山当地特色文化，开发 15个手工项目。
有了第一家民宿的成功经验后，打造第二家民宿时，王芳通过美

术馆、非遗生活馆等文化项目赋能，将民宿逐渐扩展到适合团建、工
会活动的多功能场地。

规范发展
创业做民宿，让王芳认识了不少同行。去年 10月，上海市乡村民

宿女主人联盟正式成立，王芳被推选为第一期轮值理事长。与同行的

交流中，王芳也了解到不少民宿女主人的困扰，其中最大的问题，来
自于民宿行业面临的周末经济。

节假日及周末是都市人集中出行的高峰，平日里，民宿人流量
少，导致旅游资源和人力资源无法充分利用。“非周末没什么人气，长

期下来，导致民宿积累出一定的运营压力”。

此外，上海各区对民宿的扶持政策也各不相同。王芳举例说：“崇
明区对民宿的支持力度可能是最大的，被评定为星级精品民宿的话，

一次性奖励最高达 30万。其他地区的优质民宿经营者，在对比这方
面的政策时，就会存在心理落差。”

今年，王芳向市人大提交《关于上海乡村民宿可持续发展的建
议》，从加强民宿奖励政策支持、打开上海全域旅游发展等方面建言
献策。“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乡村旅游资

源极其宝贵，上海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民宿的可

持续发展。”王芳希望，不久的未来，自己的建议能
助推上海民宿向规范化、特色化、精品化高质量发

展，也让更多的民宿女主人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本报记者 吕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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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50岁的金斌，1992年嫁到

普陀区桃浦镇祁连村后，生活一天
天红火起来。她见证了这片土地从

当年的“城中村”一步步变成上海最
热门的“大城小圈”，“圈”内多配套，

步行 15分钟可达超市、学校、医院、
公园……“在这里，住得好、玩得好、

病有医、老有养、学有教，还在变得

越来越好。”金斌说。

“电梯房”消除“脏乱差”

祁连村地处桃浦镇西北边界，
上世纪 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里还

遍布农村各式民房，“两层楼的房子
除了自家住，通常还要一间间分隔

出租。”金斌记得，通常一户村民总
要出租七八户。

租金为村民增添收益，也带来

“脏乱差”的无穷烦恼。“人一多就容
易乱，共用一个卫生间，有些家里带

小孩的等不及的，就墙角处，院落里
随地解决，跟在后面清扫也来不

及。”金华娟是土生土长的祁连村
人，谈起与租户同住的岁月，她不自

觉地摇摇头。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 2005年，老

宅动迁给村民带来新的变化。2004

年，祁连新家园小区竣工，23幢高层

商品房一一落成，电梯、车位、绿化

配备到位。
2005年 7月，金斌结束在外租

房过渡的三年，迁回故地，住上电梯
房。“水电放心用，也闻不见时常飘

来的异味臭气。”金斌说，2009年，他
们成为桃浦镇里农村老宅动迁拿下

房产证的首批村民。

不断发展的祁连村里，原先不
少搬出去的村民，慢慢回迁了。“原

先这里环境差、交通不便，现在样样
都好，还有这些熟悉的老邻居，就更

想回来了。”如今的祁连新家园，居
住了 423户村民，占到小区总户数

的 72%。

一进一出愈加便利
古浪路是进出祁连村的交通要

道，“我嫁过来时，这里不通公交车，

出门只能靠自行车或干脆走。”金斌
说，那时候还在种地，蔬菜可到田里

摘，可鱼肉只能去市场买。“买个菜，
来回骑车最快也要一小时。为了方

便，大家能囤就囤，去一次囤回一周

的菜。”
直到本世纪初，伴随古浪路拓

宽，724路公交通进到村里，村民出
行方便多了。再到去年，轨交 15号

线通车，村民们步行只需几分钟，即

可到达古浪路站，祁连新家园也成
了名副其实的地铁房。

交通的改善，不仅仅意味着村
民出行方便，外部资源能“进得来”，

给村民生活改善带来助力。今年 9

月底，桃浦星品荟商场被引入祁连

村，村民出了小区，两三分钟就能走

到新商场。

配套配出舒适幸福
步行 15分钟可以做些什么？在

祁连村村民日常里，吃得上好吃的，

上得了好学校，看得上好医生，还逛
得了绿地公园，配套的城市生活，配

出了舒适幸福。
今年 3月，上海外国语大学附

属普陀实验学校落户古浪路 390

号，和祁连新家园只有步行 5分钟
的距离。校区占地面积达 2.8万平方

米，设施一应俱全，为九年一贯制公
办学校。

“小区对面就是德济医院，对口

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普陀实验学
校也就在家门口。”金华娟告诉记者，

对我们而言，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
有所教，就是实打实的安稳幸福。

通讯员 丁婉星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城中村”变“城中圈”的幸福
普陀祁连村“生活圈”住得好、玩得好、学得好、医得好

    上世纪 90年代，小商贩小蔡挑

着担子，一大早赶到雪松路，就为占
个好摊位，多招徕点生意。如今，小

蔡变成老蔡，也有了自己的固定摊
位，没有风吹日晒，随着菜摊上的菜

品一日比一日多，老蔡的钱袋子，也
在日复一日的叫卖声里鼓了起来。

从“马路摊位”到标准化综合市

场，普陀区这个建筑面积近 1.9万平
方米“马路市场”———上海真南综合

市场的诞生和变迁，记录着供给老
百姓一日三餐的小商贩们如何走向

小康之路。

闻不见垃圾异味
真南市场地处桃浦镇武威路华

联路路口，紧邻桃浦新村，今天，综

合市场里每天吞吐数以万计的客流
量，辐射桃浦、江桥、南翔等地区近 7

万居民。
“这里的东西新鲜、品类齐全，

关键是价格还比小区门口的小生鲜

超市要便宜。”家住附近联星丽景苑
的小区居民说，尤其是近几年，市场

的综合环境都变好了，买菜的体验
感也直线上升。

“原先我们的垃圾都是放在摊
位里的，有时候忙起来了，堆了很多

也来不及丢。”真南市场的老住户杨
慧敏坦言，彼时的市场整个就是“脏

乱差”。“异味重，通道里也堆得乱七
八糟，一眼根本看不到路在哪里，年

轻人都不愿意进菜场。”

如今，再走进市场，闻不见垃圾
堆积的异味，通道也都“让”出来。

“现在的市场里，看上去就有一种很
敞亮的感觉。”杨慧敏说，自从垃圾

分类以来，市场工作人员每天定时
定点上门收取垃圾，转运至处理站

统一处理，“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

担，不仅不用自己提着垃圾去丢，每
天固定四次上门收取，摊位上的垃

圾少了，环境更整洁了”。
不仅如此，在水产海鲜区域，原

先商贩们要穿着雨鞋才好干活，顾
客总要踮着脚小心翼翼地通行。“现

在好了，地面总是清清爽爽的，我们
老年人进去也不怕滑倒跌跤。”一位

居民告诉记者。

以“商”养“商”花心思
彭朋在真南市场从事冷冻水产

品销售有几十个年头。“原先的厂房

改建的市场，雨水、下水排污都混在
一起，什么都一股脑塞进下水道，环

境很差。搬进新的综合市场后，摊位
面积大了，雨污水管道也分开了。”

不仅如此，在彭朋正式搬迁到

综合市场后，这里的各项“标准化”
服务配套改造也在跟进。以前他进

货出货时，最头疼的就是运输车没
地方停。“市场没有固定停车位，进

货的、送货的，谁先到谁先停，进出
口的两侧道路上常常是车满为患。”

彭朋说。

2017年，真南市场开启改造停
车场项目。“一面扩建机动车停车

场，一面我们重新划分非机动车停
车区域，增设了充电桩。”真南市场

总经理印德华介绍，截至目前，市场
机动车停车场占地面积达 1.13万平

方米，可停放固定车辆和临时车辆

200余辆，还增设 800平方米的电瓶
车充电区域，安装智能充电桩。

除了提升市场环境，运营方更
是在以“商”养“商”上花心思。“90年

代时，这里是马路摊位，1997年，摊位
搬到桃浦八村附近的厂房里卖菜，那

时候就是‘脏乱差’的一个地方，没有
正式运营管理，到 2006年的时候，在

如今的位置建了综合市场，有了固
定的点位和空间，也开始有正式的

运营管理。为了庆祝正式经营 15周
年，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激励

老商户，对引进新商户的老商户给
予多重丰厚的奖励。”印德华表示，活

动持续半个月，已吸引了 128家市场
老商户参与，还为市场成功引入了 6

家新商户。
彭朋就是老商户里的“积极分

子”，他说，在这里做生意很舒服，又
安心，每日的流水进账约有 3万元。

“这次，我将家里的亲戚朋友都介绍来
市场做生意了，这里的市场环境好，生

意好做，大家也相互有个照应。”
通讯员 丁婉星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华丽转身

真南综合市场见证生鲜小商贩走向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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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物业、进业委会、进小区，

虹口区活跃着一批“三进”青年。
虹口区从 2019年底开始在广大

青年中开展“三进”活动，发动青
年走近基层，帮助解决基层问

题，让青年人参与“民生实事”成
就自身价值。11月 19日，在“彩

虹俱乐部世界咖啡屋”青年议事

会上，来自北外滩街道挂职的青
年大学生代表畅谈了对基层工

作和社区治理的感受，针对如何
更好地参与社区活动等话题集

思广益。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北外滩街道“三进”青年
畅谈社区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