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劳模新村到同心家园
普陀区曹杨新村：新中国最早工人新村见证时代发展与变迁

75年前的今天，上海的历史翻开
了新的一页。回望那些与这座城市共
同成长、共同见证变迁的角落，普陀区
曹杨新村，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工人新
村，为时代留下了特殊的印记，而这些
印记也是我们探寻城市发展路径的重
要线索。 ■ 曹杨新村百禧公园

  分钟生活圈早有雏形
普陀，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

也是先进辈出、劳模精神代代相传的革命

热土。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1951

年初，一个“爆炸”性消息传开，市政府决定

逐步改造城市中的“滚地龙”，改善工人居

住条件，在普陀区兴建新中国第一个工人

住宅新村——曹杨新村，这里将成为工人

阶级的新家园。

今天的曹杨村史馆内，有一张绘制于20

世纪50年代的曹杨新村平面图，黑底白线间

可以窥见当时先进的规划理念：新村内道路

纵横交错，房屋沿着道路与河流的走向排列

成扇形，红瓦白墙斜屋顶，兼具了上海老式

里弄的功能和欧美“邻里单元”理念。

1952年5月，曹杨新村第一期工程竣

工，称曹杨一村。167幢两层楼房，可住

1002户。在那个普遍还在手拎马桶、烧煤

球炉的年代，曹杨新村已经有了抽水马桶

和煤气灶。此后，以曹杨一村为中心向周

围扩展，陆续建成曹杨二至六村，到1977

年为止，又相继建成了曹杨七至九村。

新村自建成之日起，就注重宜居理

念，不仅有公共开放空间，每隔3栋楼就

有一处小花园。周边短短几年

内，供销合作社、食堂、浴室、学

校、医院、文化馆、电影院、银行、

邮局……与日常生活高度相关

的配套设施陆续建起。今日我

们常说的“15分钟生活圈”早在

那时就有了雏形。

劳模辈出精神传承
第一批入住居民带着荣光

与自豪，手捧鲜花，敲锣打鼓，燃

放鞭炮，欢庆乔迁新居。他们是

经过层层选拔的一线工人、劳动

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靠自

己的双手创造价值、赢得尊重。

由此，曹杨一村也有了“劳模新

村”的美誉。

在生产战线上不断跃进，连续八年超

额完成任务的裔式娟；被誉为“纺织系统一

面永不褪色红旗”的劳模杨富珍；从纺织女

工蜕变为“小巷总理”的朱爱琴；义无反顾

的“逆行专家”王雄彪；为电力水文气象勘

测事业发光发热的行业工匠姚鹏……在曹

杨新村的不同发展时期，有超过上百名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后在此安家落

户，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曹杨人不

断奋进。

曹杨一村第一批入住居民邵森，在

1954年到1956年间，连续三年被评为上海

市劳模和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

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不仅如

此，他一家三代的生活轨迹也没有离开过

“曹杨”。如今，邵森的孙女邵娅蓓成了曹

杨第二中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

兼班主任。

“小时候对‘劳模’其实没有太多概

念。”邵娅蓓回忆道，“只是偶尔听爸爸说起，

爷爷以前在生产解放军服装的101被服厂

工作，是一名划料工。他一心扑在工作上，

千方百计为国家节约每一寸布料而努力。”

“我是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记忆中的

爷爷很严肃，我有点怕他。无论是生活习

惯，还是学习工作，他对我们的要求都很

高，时常教育我们要有一颗奉献的心，要多

为社会做点什么。”

“爷爷92岁那年突发脑梗，住院期间

几乎已经认不出我们，但当我告诉他，我成

为了一名教师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一

定要工作认真、踏实勤奋，要对得起学生、

对得起国家’。”

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传道受业解

惑”，还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工

作中的邵娅蓓，无论是对待教学还是学生，

都力求尽善尽美。“任何事，一旦下定决心

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有时同事会说我太

‘顶真’。后来我才意识到，或许就是爷爷

身上那股子韧劲一直在无形地影响我、鼓

舞我。通过自己的言行，为后人树立榜样，

这或许就是劳模的意义吧。”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地
73年岁月变迁、物换星移。曾经为劳

动者挡风避雨的小楼房面临着日渐老化带

来的种种问题。楼道狭窄、房间逼仄、公用

厨卫的不便使得邻里矛盾日益突出。昔日

劳模新村的光辉难敌岁月侵蚀，日渐暗

淡。居民们盼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呼声越来

越强烈。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2019年，借着普

陀区启动旧住房成套改造的“东风”，曹杨

一村被纳入首批名单。老旧社区重塑，本

就是城市更新领域最大的难题。再加上“上

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和“首批20世纪

建筑遗产”的特殊身份，如何在保护历史建

筑与改善居民生活之间寻求平衡更是难上

加难。曹杨新村能否成功“逆袭”？

“先听听居民们怎么说。”改造启动伊

始，街道广搭平台，召开听证会，做好方案解

读，让居民充分了解、表达、参与到改造签约

的全过程，同时将居民合情合理的意见及时

吸纳。改造中，设计师一次又一次入户与居

民面对面沟通，根据大家的实际需求，做到

“一户一方案”。为帮助居民找到临时过渡

房，曹杨新村街道先后与多家房屋中介公司

签署共建协议，为居民开通绿色通道。

2021年10月，曹杨新村建成70周年

之际，居民们终于拿到了回搬新家的钥

匙。修旧如旧的外立面、套内独立厨卫、方

便轮椅进出的坡道……欢声笑语又回来

了，“年逾古稀”的工人新村恢复了昔日活

力。改造后，居民们对“曹杨”的认同感、自

豪感、归属感更强了。

“响应民声、广集民意、汇聚民智，就是

曹杨新村街道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理念的出发点。”街道党工委

书记许春辉说道。

居民自己的家改造一新，紧接着就是

对公共空间的更新提升。昔日上海“最长”

的菜市场——曹杨铁路农贸市场变身“百

禧公园”惊艳亮相，融合了漫步、生态、景

观、艺术、文化、数字等功能为一体的三层

立体“高线公园”，宛若穿梭于街区间的钢

铁巨龙。

公园两侧围墙有铁铸透绿、有加高封

闭、有活泼涂鸦；地面篮球场原先设定为全

天候开放，但居民提出噪声扰民，经过多方

论证，最终调整了开放时间；与居民区为

邻，为方便周边居民出行，公园设置了多个

出入口，点位的选定、开门时间、如何使用，

都是在建设初期充分听取周边小区居民的

意见后汇总协商再确定的个性化打造。可

以说百禧公园的建成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曹杨”的最佳实践。

除了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街道还

鼓励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立法征询，征集人

民建议，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融入日

常点滴。2020年4月，曹杨新村街道成为

新一批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共

参与82部法律法规立法征询，提出意见建

议1884条，被采纳295条。

推陈出新构建美好家园
居民区，是老年群体居家养老的重要

载体，也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2.08平

方公里的曹杨新村街道，常住人口约10.6

万人，60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超过40%。

去年成功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

型社区的花溪园居民区书记陈健始终坚

持通过问需调研，深入倾听“民声”。下辖

的四个小区，多种房态混杂、老年人口基

数大，为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花溪园通

过挖掘第二梯队在职党员、社区志愿者、

能人达人等社区资源，联动高校、医院等

共建单位来赋能基层，积极寻找资源对

接，把服务送上门。

小到一场便民市集，为居民提供修补

家电、磨刀、剃头服务；召集社区里的孩子

一起来为社区图书馆升级出谋划策；大到

通过与企业党组织合作，推进老房加梯工

作，实现“悬空老人”十多年的下楼梦。“社

区里的事总离不开‘情理法’，以‘情’动人

始终摆在第一位。”陈健说，“在一次次为民

解忧、解困中，拉近了与居民的距离。老人

在家门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孩子们

当了一回社区的主人。凝聚力、向心力就

是这样在无形中增强的。”

曹杨新村“弯窄密”的路网体系，不仅

增加了社区烟火气，还拉近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距离。花溪路、兰溪路、枣阳路、

桐柏路合围而成的曹杨环浜绿道，曾经的

劣五类水质经过多年持续治理，如今剔透

见底，宛如一条绿色珠链，点亮曹杨。这个

季节梧桐茂盛，地标性建筑物“红桥”在绿

色掩映下分外艳丽。每天早上，老人们三

五成群在“红桥”边喝茶、聊天、下棋，成为

居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道风景。

新的时代，曹杨人不断推陈出新。在

书写“美好曹杨，幸福生活”的画卷中，曹杨

新村街道积极探索社区治理的新路径。今

年，曹杨新村街道启动了“15分钟社区生

活圈”2.0版“升圈”行动，新一批城市更新

项目将陆续启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曹杨新村与上海城市发展共舞，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在为打

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家园”，构建更

美好的城区贡献力量。 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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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一新的曹杨一村

■ 曹杨新村网红打卡点“红桥”

■ 曹杨环浜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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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约翰大学
交谊楼——解放
上海第一宿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