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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重阳虽过，人瑞和准人瑞的人生
小目标，常说常新。在申城，多元化
养老新路径——原居安老，如何让这
些小目标的未来更有确定性呢？
先说个故事。去年6月，在顺

昌路百年弄堂祥顺里，我遇见101

岁的徐文君。老太太很时髦，爱自
己住，老地方，住了70多年，熟门
熟路，不用儿女们操心。90岁那
年，徐文君又开始上学了。那时
候，祥顺里对面就是淮海中路街道
开的一间托老所，每天，早上8时
去上学，下午三四点钟吃了下午茶
点心，回家。一天里，都学点啥

呢？啥都学，手指操，小手工，读书
看报，样样有。
这学一上就是10年。2020年，

新冠疫情来了，托老所关了。虽有儿
女在家轮流作伴，可徐老太太总惦记
着哪天才能去上学！转眼到了2021

年，祥顺里等来了旧改征收，两轮征
询刷刷地都过了，徐老太要搬新家，
总有点舍不得。新家是好，可有一
样，到了新家，家门口还有学上吗，
还能在家对面就有托老所吗？
在祥顺里，我遇见的第一位居

民，就是这位“活力人瑞”，申城3000

多位百岁老人中的一位。徐老太现

身说法，实现品质生活，她的人生小
目标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这个小目标，要实现，还真不难。
为啥呢？原居安老模式将在更

多社区普及，日间照料中心将方便老
人就近“入托”，它不仅是日托所、助
餐点，更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阶梯式
为老服务。阮捷是五里桥街道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负责人，他介绍——老人
爱学习，中心有琴棋书画；老人做不
动饭了，中心有助餐；洗不动澡了，中
心有助浴……老人到什么阶段，就有
什么样的专业为老服务，让老人们有
安全感、归属感。

原居安老，还有一个特点，就
是“跨街共享”。在一个“10分钟
养老服务圈”里，设施布局均衡充
实，点位服务集成性、功能综合性、
为老服务的网络密度，都要提升。
特别周到的是，相邻街道为老服务
空间和服务项目，向周边居民开
放，实现跨街共享。跨街共享，让
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不再受区域、
户籍限制，实现服务效率和效益最
大化，其中的开放性、包容性，也更
有人情味儿。
上海养老服务各种探索，从未

停歇。最近几年，原居安老模式在

社区试点后，老人家们反响很不错。
想想也是，哪位老人不想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体面养老！无论是人瑞还是
准人瑞，每天一早，背着小书包，高高
兴兴上学去，就像徐老太那样——这
样的人生小目标，简单又幸福！
最近两三年，鏖战疫情，身心俱

疲，也是难免。可是，生活还要继
续，日子还得过。你看，那些人瑞和
准人瑞，多淡定。为啥呢？活得长，
见得多，自然处变不惊。
世界那么大，历史那么长，想不

想多走走多看看？那就树立个人生
小目标——100岁，也要活得漂亮！

百岁人瑞的人生小目标 姚丽萍新民眼

——专访金山区委书记刘健

上海“有海少山”，倒是金
山“坐山拥海”，“因山得名、向
海而兴”，是一个看得见山、望
得到海、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随着时代发展，昔日关于
金山的陈旧标签已经消退，“活
力”“美丽”“幸福”，是金山区委
书记刘健眼中“新金山”印象的
关键词。金山还有了一个恢宏
大气的新名字——上海湾区。

本报记者近日专访刘健书
记，听他讲述上海湾区“转型
新发展，塑造新形象”的蝶变
故事。

建人民城市 享美好生活 喜迎二十大 ·区委书记民生访谈

幸福湾区 金山遇见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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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近年来，最让老百姓感到放

心的是，我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谈起金山老

百姓最有感受的事，刘健首先为

化工产业正名。他说，金山以化

工产业为主，金山的发展也是因

化工而兴。外界想到化工，就会

想到环境污染。但实际上，金山

持续推动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大

力发展碳纤维复合材料、无人航

空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新兴

产业。工业园区也加快转型，上

海湾区高新区（原金山工业区）、

碳谷绿湾产业园（原金山第二工

业区）获评国家级绿色园区。

数据显示，金山区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1050家（10年增加858

家），专精特新企业达到213家

（10年增加110家），挂牌上市企

业达到117家（10年间共有172家

上市企业），新增跨国和民营企业

总部13家。市场主体活力提升。

从2015年开始，金山连续开

展三轮环境综合整治，累计投入

360多亿元、完成整治782个项

目，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提升。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从2016年的

79.8%提升到2021年的90.4%，上

升10.6个百分点；PM2.5浓度从

2016年的48微克/立方米下降到

2021年的29微克/立方米，下降了

39.6%；185条段198公里黑臭河

道综合整治全面完成、769条段劣

Ⅴ类水体全部消除。

刘健介绍：“离化工区最近的

漕泾镇，已于去年成功创建为国

家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今年，金山又提出

要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我们将以此为引领和抓手，促

进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

融合发展乘数效应
对于金山的美，刘健赞不绝

口。“金山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而

且美得非常有特点，不同的区域

特点完全不同，南部靠近海边，所

以我们打海洋牌，中部以生态绿

色、乡村振兴为主，北部的枫泾、

朱泾、亭林则有着深厚的历史人

文底蕴。”

如今，金山正深入打响“金山

如画”全域旅游品牌，全力推进上

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金山滨海国

际文化旅游度假区两大文旅高峰

项目，持续打造南部海洋文化商

务、中部乡村文化生态、北部古镇

民俗人文等三条文旅发展带，成

为长三角地区休闲度假消费的新

胜地。

刘健认为，金山是农业大区，

但农业并不代表落后。对国际大

都市而言，乡村是城市的底色，未

来将是非常重要的稀缺资源。另

外，上海的农业不能仅仅是种植

业，一、二、三产业只有融合发展，

才能发挥乘数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金山的

经济质量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

台阶，从量上说，增速位居全市

前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100

亿元，人均 GDP突破 2万美

元。财政总收入突破500亿元，

10年来区级地方财政收入年均

增长11.1%。

金山城乡建设管理也取得新

进步，金山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

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

一个整体考虑，形成了城乡融合

发展的新格局。金山也是国家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

范区和先导区，品牌农业、休闲农

业、生态农业、科技农业发展势头

良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村庄

改造实现全覆盖，成功创建市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9个、美丽乡村

示范村25个。

“两个扇面”双向赋能
金山地处杭州湾北岸，南濒

杭州湾、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西

与浙江嘉善、平湖接壤，是上海的

西南门户，也是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南向拓展带的重要节点。

“从上海市中心的视角出发，

往往觉得金山是‘远郊’，‘远郊’

总被认为是末梢，但‘远’和‘近’

其实并不是距离问题，而是时间

问题。”刘健分析，事实上，随着现

代交通网络的不断加密，金山对

外联动通道已经十分便捷，运营

中的金山铁路，从上海南站到金

山卫站直达只要32分钟。

刘健同时指出，从整个长三

角区域看，金山地处中心区位，与

长三角半数以上城市处于一个半

小时经济圈内。金山要用好这个

优势，要围绕“两个扇面”来谋划

金山未来的发展，“两个扇面”双

向赋能，既要注重承接市中心的

辐射，同时也要与毗邻地区联动

发展，融入长三角一体化中，金山

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谈

到金山未来发展，刘健表示：“金

山要抢抓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南北转

型’战略三个机遇，聚焦产业转

型、空间转型、治理转型，走出一

条以产业转型为核心，全面统筹

空间转型、治理转型的新路子。

持续打响‘上海湾区’城市品牌，

建设开放创新智慧的活力湾区、

绿色低碳清洁的美丽湾区、文明

宜居温馨的幸福湾区。预计到

2025年，基本成为产城融合发展、

新兴产业集聚、生态宜居宜业的

现代化转型样本。”

本报记者 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