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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案来改造意大利传世经典家具一般，杨浦的集装箱经改造

成为了市场监管局的一处办公场所。这当然只是外观上的感受。

内里，杨浦区已在制度层面进行突破，比如推出了“零跑腿”

清单等措施。据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最近对内部审批事项

进行整合梳理，形成了 30 项简化清单，其中有 80%、共计 24

项可实现“零跑腿”，比如企业产品标准的备案，可以在上海

市质监局网站上提交申请，快递邮寄纸质申报材料，申请人在

网上就能查询到备案结果，让“快递跑”替代“群众跑”。从

中不难看出——杨浦人从大工业化时代传承下来的发现规律、

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制定规则、严格执行等素养，在互联网时

代得到进一步发扬。当下的杨浦，正努力畅通数据流动——对

标数字新基建专项行动，持续深化“两张网”建设，发挥长三

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作用，推动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在苏州、台

州等地跨省通办，助力数字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力支持千寻

位置建设北斗时空网，夯实“物联、数联、智联”的数字底座。

科技驱动，相当重要。杨浦区对标科创新生态专项行动，

打造出一批经济数字化研发应用平台。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在区

域内助力高校加快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与复旦大学联手组建

上海智能产业创新研究院，全力支持同济大学建设中国（上海）

数字城市研究院，鼎力支持上海财经大学建设财经科技产业创

新平台，支持上海理工大学建设医工交叉产业化平台……产学

研一体化，可以说已在杨浦扎实落地。

种种探索，让杨浦区再次成为新兴企业大厂扎堆的地方。

只是这一百多年后的大厂，总体上说，业态与大工业时代早已

不同。

当下的杨浦，以数字化助推传统设计产业转型升级，加速

形成上海“设计之都”核心功能区和世界级创意产业核心区。“上

下楼就是上下游、不出园就有产业链”，这是杨浦下一步的产

业空间生态之大有可观之处。

有评论称，杨浦正在“坚持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轮

驱动，抓住数据要素和数字生态两大支撑”，力争做数字时代

的“头号玩家”。

Young，“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10 月 1 日，记者来到黄兴公园。这边厢，“森林营地”中

聚集了一群“小勇士”，头顶可爱的小头盔，戴着酷酷的护目镜，

正在接受一场“爬树挑战”。那边厢，在浣纱湖畔，几路群众

合唱团正在自发地拉练《歌唱祖国》等歌曲。一处细节令人感

觉舒适——公园道路的绿化丛旁，设置了不少便民挂钩。有的

挂钩上挂着衣服，也有挂着水壶之类的。公园保安甚至表示，

如果需要暂存较大物品，可以放到保安室。“只要游客有需求，

我们就想办法帮到。”黄兴公园工作人员如此说。

“原本，阿拉杨浦区只有黄兴公园、杨浦公园和共青森林

公园，听说，杨浦大桥下的大桥公园也快要造好了——预计明

年 6 月底完工。以后还可以到大桥公园白相相。”一位参与合

唱活动的阿姨如此说，“不过，现在杨浦滨江已经有不少公共

空间、休闲场所，阿拉杨浦的感觉已经老嗲了！”

提及杨浦滨江，不得不提到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工业遗存。

“长阳秀带”在线新经济生态园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