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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国际范，也有市井烟火气；这座城市，让更多创新创业者

近悦远来，让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让创意四处涌动。

即便受疫情挑战，上海企业的活力依然未减。数据显示，

去年 5 月，上海日均新设企业 1976 户，同比增长 31.6%。也就

是说，平均一天有近 2000 户企业选择在上海“诞生”，热度甚

至超过疫情前一年的日均水平。

正如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所说，“我有无数次

机会可以不在上海，但是最后我变成了上海人”。

未来五年，我们期待上海能激发更多创业者和企业家，培

育壮大更多“独角兽” “瞪羚”等企业，有更多硬科技企业登

陆科创板。我们也期待，未来五年构筑异彩纷呈的城市空间，

能吸引更多青年才俊选择上海、扎根上海、书写梦想、成就事业。

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021 年第一个工作日，刚刚经历寒潮的上海秒转“热火朝

天”：64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2734 亿元，打响了上

海“十四五”开局发令枪。

除了“硬核”项目，其中还有一批“民心工程”，涉及旧

区改造、一江一河公共空间塑造、老旧住房加装电梯、停车治

理等市民关切的问题，这些工程有助于在新的历史阶段，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章友德看来，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未来，上海将把民生放在更为显要的位置，强劲的经济

指标之外，温度亦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底色”。

“人民城市要把人民宜居宜业放在首位，这要求城市把最

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章友德提到，到去年底，苏州河两岸

42 公里的滨水岸线已基本实现贯通开放，此前，黄浦江核心

段 45 公里岸线也已贯通开放。未来，“一江一河”将从过去

的“工业锈带”，变成涌现更多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生

活秀带”。

未来五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社会保

障体系更加完善，完成全部中心城区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任

务”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

未来五年，在遍及街镇、居村的养老服务设施网络基本

形成的基础上，中心城区“嵌入式”和乡村地区“互助式”

养老服务将更为密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将持续

提升。面对赶不上数字化时代的老年人，上海在全国率先立

法，为老年人“数字无障碍”环境保驾护航。在长三角，异

地养老的体制藩篱正不断被打破，老人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的

权利和方式。

未来五年，上海公园数量将达到一千个以上，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持续提高，生态空间规模与品质得到新提升，城乡环境

更加宜居宜人。

未来五年，新剧场、新地标、新乐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和重大文化体育设施布局更加完备，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迈上新

台阶。

……

看似小切口，实则大民生，更关乎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获

得感是检验城市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尺，而只有人民，才是城市

真正的打分人。

如何听到人民的声音？在刚刚过去的 2020 年，上海成立了

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为城市建设的“参与

者”，我们期待，未来看到更多人民为城市发展贡献“金点子”。

眼下，上海正在大刀阔斧完善“两张网”建设，启动全方

位的城市数字化转型。这被看作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改革，

为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面向未来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的关键之举，也是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

要求。尤其对于上海而言，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人民城市建设的

重要推动力，使人人都成为数据的生产者、治理者、使用者、

获益者，共建共治共享数字城市，从而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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