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www.xinminweekly.com.cn

从人民城市理念首提地到最佳实践地秀带杨浦

有这扎实的蛋糕坯，一切的光华都很难华丽呈现。而但凡烘

焙出基本的蛋糕坯，起码蛋糕有了蛋糕之名、之实。工业化

的杨浦，为大上海当年成为较为现代化的都市，做出的正是

这托底之贡献！

而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工业化的大杨浦，真正的主人始

终都是这里的人民。亦即生活、工作于此的劳动者。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这座光荣之城，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回到了人民手中。人民也终于昂首成为主人翁。

从那时开始，直至如今，杨浦为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化做出了长

期的巨大的贡献。强国之路上，足可见杨浦人民各个时代的拳

拳报国心。当然，时代变迁、产业调整，位处杨浦的各种工厂，

也经历了散场、退潮。

潮起潮落又潮涌，这才是时代前进的旋律。而杨浦之为杨浦，

一大标杆即是——当年那些工业时代的大厂林立于此，当时代

的音符跳过，如今“互联网 +”“智能 +”的大厂又聚拢于此。

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必然？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强分析，因为位于上海一片滨江水岸的原

因，加之多种因素叠加，杨浦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

工厂林立，制造业发达。别看其一度有某些区域变为“工业锈带”，

实际上杨浦终究为科技成果转化、创意落地提供了可靠产业能

力基础和丰富场景。这是一种基因，且几乎完美地保存与发展。

这成为了杨浦区的一大基础性优势。有了这种基础性优势，逢

着合适的机会，新的产业就有可能在这里腾飞，锈带因为有了

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的力量，也终成秀带。是金子总会发光，杨

浦滨江，或成黄金秀带！

“除了中国现代工业发祥地这一基础性优势以外，如今的杨

浦还有两方面的较为重要的基础性优势。”陈强说，“一是大学

和科研院所集聚的优势，杨浦区集聚了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财经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等高校及众多研究机

构，战略科学家、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汇聚，知识生产和溢

出效果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二是先进的

发展理念。杨浦区在国内最早提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为

区域重塑增长动力，探索转型发展新模式指明了方向！”

陈强进一步分析道，当前的杨浦区，正在从“知识杨浦”

升级到“创新杨浦”，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必须充分考

虑知识生产方式迭代升级、知识供给与市场需求互动界面更新、

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路径变迁的新趋势，积极谋划面向未来

科技和产业竞争的前瞻性布局，推动新的建设，实施更具针对

性的体制机制改革。而这些提前考量的思路，必然是一种勇于

承接新的担当之举。

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

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

中思考谋划——坚持这“四个放在”，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起

点来谋划推进城市工作，也使得杨浦此种担当成为题中之义。

进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今年 9 月 23 日，国

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66.16%，比 1949 年末提高 55.52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0.75 个百

分点。

尽管还存在一些地区差异，比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

的城镇化率超过了 85%，而部分省份的城镇化率仍低于 60%，

但发展趋势已经渐趋明朗。国家发改委提出，未来五年，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将提升至接近 70%。

从城镇化率的变化，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不断进取。而城

镇化率达到如此程度，更要看到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曾言，“人民城市建设，是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而“把杨浦

区打造为人民城市的最佳实践地，这个考虑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潮起潮落又潮涌，这才是时代前进的旋律。而杨浦之为杨浦，一大标杆即是——当年

那些工业时代的大厂林立于此，当时代的音符跳过，如今“互联网 +”“智能 +”的大厂

又聚拢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