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流量密码”转化为“致富密码”杨 欢

——专访静安区委书记于勇

不忘初心，建设卓越城区人民之城

新民眼

沪郊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网
红村”。
青浦岑卜村，是全国生态文化

村，一批高学历年轻人在此隐居，过
着令人向往的生活。看萤火虫、划
皮划艇，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
日常，圈了很多粉。乡村之美颠覆
想象，许多年轻人慕名而来，给乡村
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远离上海市中心的村落，不靠

营销，为何突然走红？找到“网红
村”捕获年轻人喜好的“流量密码”，
或许能为乡村振兴打开新思路。
做有机农业的上海女生、举家

搬迁的生物学博士、退休的环境规

划师、画家、音乐人、舞者……不同
背景的人在岑卜村抱团生活，被良
好的生态环境所吸引。一位在岑卜
村多年的年轻人坦言，自己曾去过
很多村庄，最终选择岑卜村，是因为
这里水系丰富，没有格格不入的“墙
画”，在推进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保留
了最原汁原味的风貌，静谧自然。
近年来，上海推进“美丽家园”

“绿色田园”“幸福乐园”工程，农村
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大幅提
升。不过，走访一些乡村会发现，
“变美”的模式如出一辙：民宅外墙
上彩绘，家门口新修篱笆墙，村口新
建老年活动室，引进几家企业做民

宿。乡村看起来更漂亮了，却美得
千篇一律，没有新意。
乡村是上海作为超大城市的稀

缺资源，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的战略空间。伴随“乡建热”，
火起来的“网红村”凭借生态底色把
人“引进来”，但能让人“留下来”的
关键，是做好规划建设的文章。在
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不能既要又
要，不能急功近利。要因地制宜建
设乡村，保留生态底色，把“流量密
码”真正转化为“致富密码”。
青浦金泽古镇，保留着江南水

乡特有的水系和街巷纵横的布局。
尽管与几个邻近的古镇相比，它算

不上热门，在街上甚至很难打到
车。但这正是许多城市人爱上金泽
的理由。一位在金泽创业、从事传
统文化保护的人说，他喜欢金泽古
镇，因为这里未被过度开发，没有千
篇一律的粽子、臭豆腐。
火起来的几个“网红村”，都没

有经过包装，保留最原始、淳朴的样
子，反而打动人。习惯了城市里的车
水马龙，乡村截然不同的观感给年轻
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放松。他们在村
里经营起民宿、餐厅、咖啡馆、水上运
动俱乐部、音乐、手工等新兴业态。
咖啡馆和餐厅被布置得很有文艺气
息，十分适合拍照，跟着村子一起成

了“网红”。比普通乡村多了些休闲
娱乐设施，比开发的古镇古村又少了
许多商业气息。村子火起来，当地村
民也多了就业岗位，增加了收入。
由此可见，未来在推进乡村建

设过程中，要准确把握超大城市乡
村振兴特点，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
展新格局。在价值取向上，要注重
凸显农业农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
值和美学价值，注重利用和开发好
城郊的产业与景观的价值，平衡好
城郊的生活环境与就业之间的关
系。要尊重乡村既有肌理和保护延
续乡村文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
现和发挥乡村自身价值。

在很多人眼中，时尚高端是静安
区的标签。这里万商云集，吸引一大
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总部机
构，汇聚数千个国内外知名商业品
牌，年税收过亿、过十亿、过百亿的顶
级商务楼不断涌现……但“国际静
安”并不高冷。流淌在血脉里的红
色，让她从未忘却初心。全市率先完
成中心城区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房屋
改造、第一个探索老式居民楼加装电
梯、建立全市首个家庭养老床位……
民生冷暖，她始终牵记在心。
一座城市的品质与温度如何相

得益彰？未来发展又有哪些亮点？
来听听静安区委书记于勇眼中的卓
越城区、人民之城。 ■ 静安区委书记于勇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新格局开启新篇章
“静安区这些年的发展，是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于勇

说，2015年，静安、闸北平稳有序

完成“撤二建一”，确立并实施了

“一轴三带”发展战略，聚焦四个

核心功能区，带动了全区整体提

升、全面发展。

其中，南京西路功能区作为

顶级商务商业集聚区，近年来集

聚了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的总部机构，汇聚2000多个国内

外知名商业品牌，正着力打造成

“品味上海的‘活力街区’，体验中

国的‘上海窗口’，汇聚全球的‘中

国地标’”。苏河湾功能区功能形

象不断升级，世界级滨水商务活

动区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大宁功

能区依托灵石中国电竞中心、环

上大国际影视园区等，加快发展

电竞动漫、影视传媒等产业，创新

创意集聚功能凸显。市北功能区

近年来全力打造数据智能产业集

群，集聚核心大数据企业近300

家，总量占全市三分之一以上。

新静安、新格局，掀开了城区

发展的新篇章。据于勇介绍，去年

静安区税收亿元楼总数达80幢，

其中月亿楼超过10幢，恒隆广场

成为上海中心城区首幢“百亿楼”。

谈及未来发展，于勇认为静

安区将在服务辐射力、产业引领

力和区域承载力上求突破。通过

深入实施全球服务商计划，以更

大力度培育引进各类高能级企业

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加快集聚国

内外高端资源要素，持续扩大“聚

静安、在上海、为全国、链世界”效

应。同时，立足自身优势，持续做

大做强商贸、金融、专业服务等三

大产业，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

节、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打好

“国际消费”这张王牌，加快打造

南京西路“世界级地标商圈”，更

好实现“买全球、卖全球”。

中心城区最大的发展瓶颈在

空间资源。于勇透露，静安区将

在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上下功夫，

打造好张园等标志性项目，加快

存量楼宇升级和低效用地转型，

提升承载容量和经济密度，努力

在新一轮发展中走在前列。

谋发展更要惠民生
一切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都

是人民。财力有一份增长，民生

也应多一份改善。

于勇认为，这些年静安在发

展上走在前列，群众对美好生活

也不断提出更高需求，需要持之

以恒努力，更好地实现“幼有善

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

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

扶”，建设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参与感、归属感、成就感、人

人向往的美好城区。

静安曾是上海棚户简屋和老

旧住宅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2020年4月，静安区在全市率先

完成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房屋改

造。同时，针对无卫生设施住房，

静安一户一策推进“1平方米卫生

间”改造，“十三五”内基本消灭了

“手拎马桶”，解决“如厕难”。

“旧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于勇说，下一步，静安区

将通过“征收”“留房留人”等多种

方式推进零星地块改造，并针对

缺乏独立厨卫设施的老公房继续

加快成套改造步伐。

这些年，静安实现了老

房加装电梯的“五个全市第

一”：第一个成功加装电梯、

第一个加梯全覆盖小区、第一

个成规模批量化推进加梯小区、第一

个将加梯工作纳入政府实事项目、第

一个创新加梯提速审批模式。

“党史学习教育期间，我本人

也牵头联系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工作。在同居民交流过程中，

我真切地感受到，随着成片旧改

全面完成、‘手拎马桶’基本消灭，

越来越多的旧楼业主对加装电梯

翘首企盼，想装愿装的心情十分

迫切。”于勇说，静安老龄化程度

高，大量老年人居住在老旧楼房

中，过去这项工作可能是质量民

生，如今却已是基本民生，甚至是

底线民生。

截至目前，静安区加装电梯

累计签约1431台、开工1022台、

完工420台，受益居民2.9万余

户。未来，将按照“能装愿装

尽快装”原则，优化审批流

程、创新群众工作、健全

运维机制，

继续提速推进加梯工作。在此基

础上，静安区还将滚动推进以住

宅小区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的

“美丽家园”建设，聚焦屋面及相

关设施改造、综合整治、里弄全项

目修缮等。

楼宇党建迭代升级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

上，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诞生。

百年二大，百年党章，这是永不褪

色的红色基因，是生生不息的红

色血脉。静安区是党在上海早期

活动的核心区域，拥有非常丰富

的红色资源，如何赓续红色血脉、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各方奋

进力量？

于勇介绍，这些年，静安区始

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与时

俱进、接续创新，在探索超大城市

的基层党建上不断走出新路。从

最初“支部建在楼上”的楼宇党建

“1.0版”，到“白领驿家”楼宇党建

“2.0版”，再到2018年恒隆广场联

合党委正式成立，实现了“党委建

在楼上”的楼宇党建“3.0版”。

“静安有200多幢重点商务楼

宇。可以说，楼宇经济让静安发

展始终保持领先，楼宇党建与经

济发展已经融合共生、同频共

振。”于勇表示，面向未来，静安正

在探索以楼宇自治、行业联治、街

区共治为支撑的楼宇党建4.0版

“治立方”多元善治体系，深入构

建一体响应大平台，深度赋能融

合发展全链条，深化打造美好生

活共同体，努力将静安建设成为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标志性地区。

本报记者

杜旻 潘高峰

■ 安瞰静安
者报记者 磊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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