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在上海
申城医食住行
民生发展掠影

75年前的5月27日，上海解放。
上海是一座光荣之城。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她、读懂

她、热爱她，为了让后人能重温我们所经历、所建设的上
海，多年来，上海方志人“志、鉴、馆、网、库、刊、用、会、研、
史”多业并举，孜孜不倦地记录下这座城市的峥嵘历程。

上下齐心共拼搏，直笔铁肩著信史。1986年，上海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首轮修志随之全面
启动。2005年，全市首轮一部10册46卷、近1100万字的《上
海通志》和10部县志、12部区志、110部专志编纂完成。2021

年，上海二轮修志完成。218部、3.21亿字的《上海市志
（1978—2010）》、上海市级专志和上海市区县志，全面记载
了上海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聚焦
1978—2010年改革开放重要经验与伟大成就，全景式展现
上海超大城市发展变迁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点，为全市
人民编织出牢固的情感纽带，构筑起丰盈的精神家园。

1996年创刊的《上海年鉴》，年度性记录上海；2002年
又增创英文版，为传播好上海故事、中国声音，作出了方
志人的贡献。

城市沧桑变，“志”里有乾坤。海量的历史资料，可见
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今天，我们从“医”“食”“住”“行”
四个方面，采撷时光片影，一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
海故事。

公共卫生事业，一次次与疫病对抗

轨道交通，是市民出行的首选工具，也

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它穿梭于浦

江两岸，串联起上海的过去与未来，为浦东

的日新月异和新兴副中心的繁荣注入活力。

从昔日的规划图，到如今的“世界第

一”，轨道交通宛如城市动脉，源源不断地输

送着发展动力，让上海焕发出勃勃生机。

重拾昔日梦想
早在1948年，上海就有一张关于轨道

交通的宏伟蓝图。《大上海都市计划总图草

案（二稿）》中首次描绘出高架铁路的构

想——“每个规划新市镇有市镇铁路通达，

在市内为高架形式”。

改革开放后，面对日益拥堵的城市交

通，上海决定重拾地铁建设的梦想。1978

年，地铁试验重启。随后，上海地铁建设进

入实质性阶段。南北快速有轨交通线的规

划，为城市的南北两翼注入新活力。

1988年，国务院批准上海地铁工程可行

性报告，市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随之成立。

1990年1月19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批

准，地铁1号线正式开工，南起锦江乐园站、

北至上海火车站站，工程划分为南、中、北三

段。1993年5月28日，上海地铁1号线试运

营，标志着上海轨道交通发展迈入新纪元。

从“零”到“第一”
1994年底，上海地铁1号线正式运营，上

海地铁总公司随即成立。各项运营管理规范

与预案日趋完善，运营管理体制亦在悄然革

新。在“四分开”模式的引领下，申通集团应

运而生，投资、建设、运营、监管各司其职，为

上海轨道交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光荏苒，至2002年，上海轨道交通已

织就一张63公里的交通网络，日均客运量

近百万。2004年，上海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

成立，申通地铁集团与地铁建设公司合并重

组，凝聚力量向“400公里”目标冲刺。上海

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汇聚技术精英，

为轨道交通的超常规发展提供强大支撑。

之后，多条轨道交通线路或延伸段建成通

车。至2010年末，上海轨道交通已形成

“9＋1”（9个控制中心、1个网络运营监控中

心）网络化运营调度协调指挥体系。

2017年12月1日，上海获交通运输部授

予的“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称号，成为首

批获该称号的两座城市之一。

即将出版的《上海年鉴（2024）》显示，至

2023年底，全市轨道交通线路20条，线路总

长度831公里；轨道交通车站508座，其中换

乘车站83座；运营车辆1219列7491节，全

年运营总里程12553.69万列公里。

上海还致力于“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

第一条跨省运营的轨道交通11号线已实现

无感换乘。

从零起步，到在运营里程、列车数量、全

自动驾驶线路条数上实现3个“世界第一”，

上海轨道交通不断刷新城市生活形态，彰显

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独特魅力与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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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抗疫史。在历代

志书和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

人类城市如何科学有效抗击疫情？上海对

此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上海的公共卫生

事业，也在一次次与疫魔对抗中逐步发展。

传染病防控应急预警
在过去的75年，上海卫生事业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

1949年5月，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358

所、医院病床10033张，每千人口不足2张；

平均预期寿命35岁，婴儿死亡率120‰，产

妇死亡率320/10万。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卫

生防疫和专病防治机构、网络逐步组建。

1951年、1952年，实施劳动医疗保险和公费

医疗制度。同时，新建、扩建、改建和撤并一

批医疗机构，对私立医疗机构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到1958年，市、区（县）和基层的三级

医疗卫生网以及卫生防疫、妇幼卫生、专科

疾病防治的预防保健网初步形成。1980年，

恢复个体开业行医，允许个人和单位集资办

医，开设专家和业余门诊，方便群众求医。

1988年1月，上海发生全市性甲型肝炎

流行。市委、市政府动员全市各方面力量，

采取一系列紧急防治措施，至3月中旬，甲肝

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大部分病人康复。

从那时起，上海就开始重视突发传染病

疫情的防控，并逐步建立传染病的防控应急

预警机制。1989年，上海于全国率先实现微

机联网，消除了逐级报告的时耗，为迅速掌

握疫情、尽快采取应对措施，赢得了更多的

宝贵时间。

上海成为全国医学科研、教育、临床的

重要基地之一。1995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5286个，医院病床6.7万张，每千人口5.2张。

没有硝烟的战争
2003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简称“非典”，英文缩写“SARS”），席

卷了包括上海在内的24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在市委、市政府召集下，上海成立了由

35个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各区县有关部门

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每天分析各种

情况。同时，由14名临床呼吸科、传染病、流

行病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参加的防治专家委

员会成立。

此外，全市建立起一整套疾病监测网络

和反应机制，110个医疗机构被确定为“非

典”监测点，并确定市传染病医院、市肺科医

院等4家医院为“非典”病人集中收治医院，

专门的急救车辆全天候待命。

除医卫系统之外，“非典”期间，上海各

行各业严防死守、全线预警，积极主动采取

防范和控制措施。

2003年“非典”疫情肆虐之时，常住人口

最多（1700万）的上海市，共救治“非典”病人

8例，治愈出院6例；且病例都为散发状态，

未出现大规模聚集性暴发。从4月4日确诊

第1例病人，到6月10日第8例“非典”病人

治愈出院，无1例医务人员感染。

民以食为天。在上海，吃什么历来是市

民每天最关心的事。从上世纪50年代人多

地少、吃菜难的困境，到“菜篮子工程”轮番

提质升级，守护市民餐桌安全；上海的“菜篮

子”不断蜕变，见证着民生变迁，也是城市发

展的缩影。

曾经讲不完“苦经”
说到买菜，上海人曾经有一本讲不完的

“苦经”。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人对于小菜场

排队抢购蔬菜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1958

年，国家把江苏省的上海、宝山、嘉定、川沙

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扩大上海郊区，增加

菜田面积，实施统购包销政策，千方百计开

辟新菜源。从1960年到1962年，上海蔬菜

供应水平达到人均每天8两到9两。

自1962年下半年起，上海蔬菜供应迎来

转机，鱼肉禽蛋等副食品日渐丰富。蔬菜产

销策略得以优化，发展适销品种，调控淡旺

季供应，恢复进场交易，市场逐渐步入正

轨。然而，蔬菜供应体系一度遭受重创。后

来基于菜田改种粮食等原因，蔬菜市场波动

剧烈，供应不足。同时，面对自然条件的挑

战，蔬菜生产充满变数，供销矛盾凸显。

为了保障市民的餐桌需求，市蔬菜公司

发展插种基地，强化仓储管理，组建专业采

购团队，紧急情况下奔赴全国各地突击采购

蔬菜。1974年至1991年，为了解决上海800

万人吃菜问题，保障8000余家工厂企业伙食

团的蔬菜供应，地方财政倾注了7.4亿元补

贴，直至2006年，蔬菜供应体系才扭亏为盈。

“菜篮子”的蜕变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市民的吃菜问

题受到市政府的高度关注，“菜篮子工程”应

运而生。

第一轮“菜篮子工程”（1988—1993），重

点是解决蔬菜、副食品商品紧缺和供不应求

的问题，注重生产基地与棚舍建设，但对配

套服务项目投入不足，导致饲料供应矛盾凸

显，质量与国际水平有差距，影响养殖效

益。价格双轨制实施期间，市场出现“两个

市场、两种价格”现象。

第二轮“菜篮子工程”（1994—1996），重

点是实现“基地化、园艺化、规模化、科技

化”，解决蔬菜、副食品均衡供应问题。

第三轮“菜篮子工程”（1997—2003）是

一项跨世纪的重大工程，时任市委书记黄菊

将其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蓝图紧密相

连——以构建完善的蔬菜、副食品产业链与

供应链为核心，取消一切财政补贴，实现可

持续发展。

第四轮“菜篮子工程”（2003年开始），重点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及源头和销售终端问题。

自1988年启动以来，“菜篮子工程”映照

上海民生变迁，量质齐升惠民生，彰显城市

智慧与温情。如今，智慧菜场建设逐步推

进，空间布局体系持续优化，上海“菜篮子”

仍在有力保障，守护市民餐桌安全。

医

“菜篮子工程”，守护舌尖上的安全食

从建房到旧改，营造百姓安居港湾住
家，是最温馨的港湾。从建房到旧改，

从一张床到一套房，上海人的住房条件，在

这75年间不断改善。1992年启动实施

“365”危棚简屋改造，2000年启动“新一轮旧

区改造”，2019年提出五年内基本完成手拎

马桶家庭房屋改造，2022年提出“两旧一村”

改造（零星旧改、旧住房成套改造、城中村改

造）任务……上海，一步一个脚印。

喜建“两万户工房”
上海市中心城区的范围，在解放后随着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多次扩大。新中国成立

初期为84平方公里（基本上是中山路以

内），新建住宅首先在其边缘布局安排。

解放后杨浦地区兴建的第一批工人新

村住宅，俗称“两万户工房”。有长白新村的

老住户回忆：“房子冬暖夏凉，楼上是木地

板，楼下全是方形水泥板。门窗、楼梯全是

杉木的，用红色油漆涂刷，质量也好，几十年

不变形。”他们的居住条件与当时石库门里

弄房屋和自建棚简屋相比较，大为改善。

1958年起，随着上海市域面积扩大，卫

星城开始辟建。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已

辟建了闵行、吴泾、嘉定（城厢镇）、安亭、松

江（城厢镇）、金山（卫）、宝山等7个卫星城，

住宅建设和生产建设也同步展开。

随着生活水平与施工技术的提高，房屋

层数渐渐增多，配套设施也越来越齐全。与

此同时，安居房、平价房、经济适用房、动迁

安置房等保障性住房，也在积极建设筹措。

三十年旧改路
与建房同步推进的，是中心城区成片二

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20世纪90年代是上海旧区改造较快推

进的十年，全面实现拆除365万平方米危棚

简屋的预定目标，受益居民约68万户。

从最早以“拆旧建新”形式改造危棚简

屋，到以“拆改留并举”形式成片改造二级旧

里以下房屋，到以“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

为主”形式更新改造成片历史街区，以及强

调“保民生、保基本、保安全”基础上的“应留

必留、该改尽改、当拆快拆”……上海旧改重

心不断调整，方式不断演进。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强

调：“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扭住突出民生难题，一件事情接着

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争取早见成

效，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上海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将中心城区成片二

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列为16项民心工程之

首，统筹旧区改造和历史风貌保护，成立上

海市城市更新中心，实施“市区联手、政企合

作”旧区改造新机制。

30年旧区改造，约165万户家庭、500万

居民的住房条件明显改善。通过旧区改造

向城市更新的转型、单体保护向风貌保护的

递进，上海正持续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打造

独具魅力的人文之城。

轨道交通，从规划图到“世界第一”行

▲ 2020年10月1日，唐山路685弄居
民精心安排动迁前的最后一次聚会，
不久之后他们就告别了“蜗居”

周燕萍 摄

▲ 2009年底，静安
区武定路菜场成为
上海首家刷卡的菜
场 朱岚 摄

本报记者 杨洁 屠瑜 陈佳琳

▲ 奋战在抗“非典”第一线的上海医
务工作者

孙广滨 摄

■ 上海方志记录下这座城市的峥嵘历程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新民晚报社联合策划

▲

20世纪80年代
的虹桥乡卫生院

图片来源：
《虹桥镇志》

▲

1990年，静安区胶州路
马路菜场

陆杰 摄

▲

20世纪90年代，
建设中的田林新苑

陆杰 摄

▲

1993年春节前，地铁1号线南
段（锦江乐园至徐家汇站）试通车

陆杰 摄

▲ 2002年9月12日，
首辆国产轨交车辆在
位于闵行区的上海阿
尔斯通交通设备有限公
司下线，准备投入地铁5

号线运行 王溶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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