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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新民一周

满眼风光看杨浦

就像讲起上海时，很多人都会加一个字，叫做“大上海”

一样，提到杨浦区时，大家也经常会叫一声“大杨浦”。

一个“大”字，含着一些敬重，也有着一些家中“大哥”

的韵味。

杨浦区在上海，很长时间里确实有着不少“大哥”的样

子。100 年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上

海劳工状况》，里面这样写道：“近年来上海的工厂，一天

发达一天了。其中纱厂为最多数，那贫民的生计，便因此一

振。杨树浦一带，竟可称他为一个工业社会。”那个时候被“工

业社会”相称，算得上是超级网红类的大 IP 了。   

解放初期，杨浦区的工业总产值占了全国的 5%、全市

的五分之一。在新中国一日千里的发展大潮中，杨树浦发电

厂曾经占据了上海五分之四、全国十分之一的供电量，杨树

浦水厂直至 1990 年还供应了上海三分之一的自来水，著名的

国棉十七厂到 1989 年还是全国同行业第一利税大户。“永

久”“凤凰”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中华香烟、光明啤酒、

正广和汽水，都来自于“大杨浦”。

随着世界范围内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杨浦”面临

艰巨的转型之路。除旧布新，杨浦选择了创新，走出了一条“发

展为本、创新为魂、敢字当先”的奋进之路。

杨浦的独特优势，在于 60.61 平方公里土地上，有复旦

大学、同济大学等十大著名高校，是上海“知识密度”最高

的区域。杨浦的转型，首先就从“环高校创新带”入手。

在复旦大学附近，建设了创新园区，充分运用复旦人才

优势，培育培养科创企业，迅速形成规模与声势。在同济大

学周边，打造环同济知识经济圈，2005 年开始，杨浦以同济

周围 4 条总长不足 3 公里的马路画出一个“圈”，区校联手

打造环同济知识经济圈，到 2025 年将成为杨浦首个“千亿级

经济圈”。杨浦区舍得腾出最好的土地支持大学就近就地拓展，

舍得把好的商业和地产项目让出来建设大学科技园，舍得投

入人力、物力整治和美化大学周边环境。

杨浦的另一大优势，是拥有中心城区最长的沿黄浦江发

展空间。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些珍贵的滨江地带，大都是工

厂码头、水厂取水口、粮库堆栈等，处于与社会隔绝状态。

随着产业转型，特别是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滨江地带全部贯通，

成为市民休闲空间和城市生活秀带，杨浦的发展空间“豁然

开朗”，铺展开一片新天地。

2017 年 10 月，杨浦大桥以西的 2.8 公里岸线贯通开放；

2019 年 9 月 28 日，杨浦大桥以东 2.7 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向公

众开放。呈现在市民眼前的，是“工业遗存博览带”、“原

生景观体验带”以及由慢行、骑行、漫步组成的“三道交织

活力带”。昔日的“工业锈带”，经过改造升级，不仅揭开了“神

秘的面纱”，更成为市民抚今追昔、畅想未来的“生活秀带”。

2019 年 11 月 2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杨浦区滨江

公共空间杨树浦水厂滨江段，听取黄浦江两岸核心区 45 公里

公共空间贯通工程基本情况和杨浦滨江公共空间建设情况汇

报。习近平指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

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

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总书

记说，要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

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杨浦区委、区政府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深入

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论，奋发有为，

不断把杨浦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

区委书记谢坚钢说，杨浦正肩负着建设人民城市示范区

和上海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的历史责任，将不断推动城

区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区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为加快建设高

标准人民城市实践区、高能级科技创新引领区、高水平社会

治理先行区、高品质生态生活融合区的“四高城区”而努力

奋斗，奋力谱写“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新篇章，

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看杨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