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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喜气洋洋。年近六旬的居民朱红光是这么说的：“我 8 岁

就跟着父母搬进武川路 222 弄，在这里生活了 50 年。旧改前的

那段日子，坐在屋里吃饭都很麻烦——屋顶不停地掉石灰。更

麻烦的是早上要起很早抢厕所，一个人抢到，外面就排起长队来。

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在老地方，武川路 222 弄的居民拥

有了美丽的新家园。

与朱红光一样，张荣康也是“老杨浦”，在复兴岛上的共

青路 119 弄已经住了 58 年了。这大半生，每逢夏季暴雨来临前，

张荣康都是如临大敌的。他家的老房原来是一座修车厂的厂房，

砖木结构的房屋正对着院子，门前有三级水泥楼梯。为了防止

雨水倒灌，张荣康特地在房门前搭了 10 厘米高的木门槛。可但

凡雨势增大，老张总免不了大忙一场——拷浜，用脸盆接，用

瓢子舀。即便如此，也免不了水位漫到膝盖之上，连床都漂在

水面上。

夏季到杨浦来看海，这可一点儿也不浪漫。如何让“看海”

成为历史？ 2016 年开始，在上海市、杨浦区两级政府的积极推

进下，大定海排水系统提标改造工程完成，大定海泵站正式投

入使用。自此，情况有了很大好转。即便如此，每逢雨季，定

海街道的工作人员仍绷紧神经。张荣康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

2020 年 7 月初的那次暴雨。早上 7 点多，定海街道社管办工作

人员钱宝祥就冒着大雨开着助动车赶到他们家附近，进行抢险

排水。

从巡查，到定点发现积水隐患，再到由居委会上门排查，

直到抢险队迅速开进住户家，整体上扭转了局面。目前的定海

路街道地区排水能力从应对“半年一遇”的强降雨提升到应对“一

年一遇”的强降雨，可以抵御每小时 50 毫米的暴雨。

从 2016 年开始，围绕“路、桥、轨、隧、水、电”等六大

系统，连续 5 年实施“双十”工程（每年新开工十项、竣工十

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力度，杨浦区

形成了“一桥二环四线五隧”的立体交通网络，未来将扩展到

“一桥二环八线九隧”。建成大定海、丹东、松潘等排水系统，

杨浦城区汛期的“水患”问题已有显著改善。

比之旧改、抗洪方面得到居民普遍拥护，杨浦区全力创建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连续在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

中名列第一的成绩，尤其不易。以新江湾城街道时代花园小区

为例。自 2018 年 8 月开始，居委干部和志愿者逐户登门向居民

宣传分类知识和意义，平均下来每家人家走了四次；2019 年 3

月开始，他们又开始新一轮上门宣传；社区还约来 200 多热心

居民和党员，以“人海战术”长期驻守垃圾投放点引导、指导

分类投放……

原本时代花园小区干湿垃圾混装每天产生大约 5 吨垃圾。

当垃圾分类习惯成自然以后，现在每天干垃圾量减半，只有 2.5

吨。新江湾城街道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康清德

评价道：“垃圾分类方面，时代花园小区分得非常仔细。以可

回收物为例，只要能卖钱的，他们全都能挑出来，大幅减少了

干垃圾总重。”

Young，杨浦再出发

7 月 17 日 0 点，新江湾城一条横跨五条岔路的钻石形空中

连廊启用，与远处的五角场“彩蛋”遥相辉映，而同属淞沪路

连接三门路下立交工程的淞沪路地道，则在此前的 11 日 0 点通

车，自此，从淞沪路民府路、闸殷路民府路出发，经由地道到

达五角场环岛最快只需 5 分钟。

在杨浦生活了一辈子、今年已经 90 岁的黄宝妹，见证了杨

浦的发展变迁。眼看着杨浦的巨大变化，这位新中国纺织工人

的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又想起了 2019 年 11 月 2 日在

杨浦滨江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时的情况。当时，黄宝妹向总书记

表示，自己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感到无比自豪。

总书记鼓励她多向年轻人讲一讲，坚定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近日，记者刷哔哩哔哩，偶然之间发现黄宝妹竟然当起了

直播间主播。在 “老杨树宣讲汇”，黄宝妹向青年一代讲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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