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夕阳无限系边疆，五度支
疆不老松。”这是人们对“全国模
范退役军人”姚梅芳的评价。作
为“杨浦军休医疗队”队长，她五
赴边陲，累计行程8万余公里，
还带领杨浦的退休军休干部医
务人员举办义诊、讲座等近200

场活动，服务群众近3万人次。
聚薪成火。杨浦有着拥军

优属优良传统，9次荣获“全国
双拥模范城”称号。一批批优
秀退役军人奋斗在杨浦的各行
各业，涌现出许多荣获全国和
上海“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的
先进典型。他们，是杨浦“最可
爱的人”；他们，是人民城市“最
美的风景”。

退役不褪色 奋进新时代
他们是杨浦“最可爱的人”，是人民城市的“最美风景”

做优“老新特”文章
沪郊朱泾镇稳步推动产业升级，集聚发展新动能

近日，在第四届浙江省
海洋运动会开幕式上，海天
一色的夜幕中，600架无人机
伴随璀璨夺目的烟花开启阵
列式表演，为现场7000多位
运动健儿和体育界人士呈现
了一幕精彩绝伦的“科技+艺
术”大秀。而这场大秀背后
的“操盘人”正是上海博昂电
气有限公司的无人机团队。
事实上，除了无人机表演，
在其位于金山区朱泾工业
园区的企业展示馆里，每一
个沙盘都呈现了博昂物联
网技术在不同场景下的智能
化应用。
自聚焦“产业链+价值

链”招商引资以来，“科创+”
“绿色+”正赋予沪郊朱泾老
园区新活力。近几年来，朱
泾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持
续推进“智能装备、生命健
康、都市消费+X数字经济”的
产业体系构建，企业与园区
同频共振，向新发展。

人民城市“最美”建设者
去年，五角场街道东郸小区在上海率

先启动“两旧一村”旧住房成套改造，体量

位居全市第三。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张争科

就是一名“退伍不褪色，敢啃硬骨头”的老

兵，带领670户居民交出签约率和腾房搬

迁率“双一百”、《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实

施后全市率先摇号选房的优异答卷，让杨

浦的城市更新跑出了加速度，更为全市“两

旧一村”改造积累了宝贵经验。

像张争科一样奋战在人民城市建设一

线的退役军人还有很多。例如，杨浦区检

察院检务保障部的司法警察都是退役军

人，他们积极加强司法警察工作与公益诉

讼工作的协作配合，协助办理公益诉讼案

件初查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

又如，杨浦区房管局住宅建设监管科科长陈

建在旧改征收过程中，不分日夜、逐户上门。

在“决战平凉西”中，首次在杨浦区旧改征收

工作中公开实施补偿方案告知单，严格把好

政策口径操作关，实现了全部高比例签约的

优异成绩。

创新发展“最美”探索者
去年，平凉路派出所“宛鹭有约”警务工

作室在杨浦滨江揭牌，工作室负责人就是退

役从警的张宛鹭。杨浦滨江吸引众多头部企

业入驻，张宛鹭在商务楼宇设置服务二维码，

让企业了解各类防范提示、矛盾诉求“即知即

办”，推进“楼事楼议、楼事楼办、楼事楼管”，

使“公安蓝”成为企业身边的“老娘舅”。

管理上海知识产权园等多家企业的张玉

萍成功开发了符合科技园区双创企业需求的

特色产品“汇才宝”，构建“汇聚创智HRO服务

平台”，开辟杨浦区人力资源行业先河，开发人

力资源通用管理小程序，帮助双创企业降低运

营成本、提高管理效能。

在杨浦区水务管理事务中心工作的付士

民为了编写堤防信息化监控分中心信息共享

平台方案，经常双休日加班至凌晨，有时从早

到晚奔波几十公里，调换十几个点位，寻找一

处收视信号频率良好的点位。去年，平台建

成，他又投入到杨浦堤防的精细化管理上，推

进堤防设施管理迈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

时代精神“最美”传扬者
曾服役于革命烈士邱少云生前所在

68303部队的阿布李吉才，在“火焰蓝”中赓

续红色血脉。他曾爬上170米的塔吊，横

渡吊臂，解救醉酒被困人员；也曾经将受

困23楼火灾现场的昏迷老人背至安全地

带……在许多救援中，他都冲锋在前，如同

一把“尖刀”，为维护杨浦平安、保护百姓贡

献“最美”的青春力量。杨浦退役军人还带

着杨浦的大爱，把温暖散播到全市乃至祖国

各地。在杨浦区税务局工作的金德卫积极参

加社会公益活动，关爱单位资助的困难大学

生和贫困户，带动女儿积极投身学校的公益

演出和志愿服务，家庭获评上海市“海上最美

家庭”和“文明家庭”。上海经纬设计院后勤

部主管顾俊主动担任公司捐建希望小学的联

络工作，带领公司志愿者组织希望小学老师

来沪培训、师生来沪夏令营，组织院内外青年

骨干上门支教。杨浦区中心医院制剂室负责

人袁杰带领医院第一批援滇医疗队队长援建

楚雄双柏县人民医院，服务患者1.5万人次，

为当地医务人员授课、培训300多人，团队被

评为2016年度对口援建先进集体。

多年来，杨浦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退

役军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戎装虽

卸，初心依然”的忠诚担当。 孙云

让“寸土”生“寸金”
随着市场的变化，老园区面临土地存量

不足、业态不优等问题。如何让存量活起

来？自园区开启第一轮转型三年行动计划以

来，朱泾镇对生产停滞、改变厂房用途、与投资

承诺严重不符的184家企业实施清退，盘活了

闲置土地，为新进企业预留了更多空间。

只有腾“笼”换“鸟”，才能凤凰涅槃。

前不久，被优质服务吸引而来的上海肇民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带着“年产

八亿套新能源汽车部件及超精密工程塑

料部件生产新建项目”落户朱泾，该项目

总计划投资13.7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

值可达27.70亿元。作为在“以塑代钢”的

大背景驱动下，积极谋求转型的高新技术

企业，肇民科技负责人邵雄辉表示，项目

能快速落地离不开园区的全程“管家式”

服务，肇民科技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在朱

泾这片创业沃土上，蓄力锻造新质生产力

和核心竞争力。

喜“新”而不厌“旧”
走进位于朱泾工业园区的福贝4.0智

能工厂，犹如走进了科幻现场。一系列行业

顶尖生产设备映入眼帘，巨大显示屏上各种

生产数据清晰呈现，生产车间里智能化平台

代替人工操作。自福智搬迁至朱泾工业园

区，这家宠物食品生产工厂，便开启了一场

效率与动力的革命。福智负责人蔡京表示，

“就我们的经验而言，面对转型阵痛，政府

与企业携手，就能把路走得更稳更顺畅。”

助力老产业发“新芽”，新产业显“质

感”。近几年，朱泾镇通过市场调研、对接

合作、定制化配套服务等方式帮助企业破

瓶颈、谋转型，提升其吸引力和竞争力，专

精特新企业在这几年间苦练内功，如博昂、

宏金、宜可等实现了新一轮增资扩产、业务

拓展，汇聚起变革发展力量。

多维赋能辟赛道
春末夏初，育苗正当时。走进位于朱

泾镇慧农村的金山最大育苗基地，跃入眼

帘的是郁郁葱葱的喜人景象。依托智能

化数据平台，仅需几名技术操作人员，就

可以精确把控大棚的湿度温度、智能控

制水肥灌溉、自动识别虫情苗情……在这

里，每一粒种子都能享受到最适宜的生长

环境，智能化赋予了苗苗更加蓬勃的生命

力，不久前，随着长三角首个乡村振兴人才

驿站落户慧农，高校、科研机构的入驻，对

于育苗产业提质增效将给出更优的方案。

为加快特色产业落子布局，朱泾镇聚

焦特色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项目建设为支撑，在

资源衔接、人才引入等方面持续输血赋能，

眼下，芳香小镇配套设施建设如火如荼，为

承接乐高乐园溢出效应做足了准备。而在

新泾村，稻米智能化加工厂则正式将米昔、

米咖、米糕等衍生品推向市场，稻文化体验

馆也在加紧筹备。随着朱泾镇乡村振兴示

范片区构建的不断推进，花香、稻香、果香

有了更多关联的可能，不仅实现了产品共

推，还串联起了朱泾农文旅特色观光路线，

进一步提升了引流能力。

“转型升级是一场激烈的产业发展‘竞

速跑’，也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围绕如

何做好“老新特”文章，朱泾镇党委书记夏

红梅表示，“我们既要向新求质，也要向旧

求新，帮助资本要素向园区、企业集聚，找

到适配园区发展的高质量转型之路。”

殷洁如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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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姚梅芳为代表的一批退役
军人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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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邮政大
楼3楼东侧的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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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的弹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