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耒阳市近年来上下勠力同心，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

革开放为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

全面从严治党为保证，大力实施“3131”

工程和六项行动计划，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

作，全面小康整体推进速度明显加快。

气势如虹大决战
耒水河畔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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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建设到社会
治理，杨浦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坚持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理念，向打造人民城市
“样板间”目标迈进。

城市一线

““浦东开发开放浦东开发开放3030周年周年””
大型立体花坛大型立体花坛
现身上海街现身上海街头头

近日，上海浦东陆家嘴环

岛中央“浦东开发开放30周

年”大型立体花坛布置完成。

该花坛面积约 1800平方米，

选用了一串红、玉龙、三角梅、

银叶菊、茶梅和报春花等“暖

色”花卉。错落有致的立体花

卉和“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

字样格外醒目。图为上海浦

东陆家嘴环岛中央的大型立

体花坛。

新华社记者 陈 飞 摄

2020年世界城市日
中国主场活动在福州举行
本报讯 10月 31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与联合国人居

署共同在福州举办2020年世界城市日

中国主场活动。

今年是第七个世界城市日。2020年

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福州）活动内容包

括开幕式、《福州倡议》宣读仪式、《上海

手册·2020年度报告》首发仪式、主题演

讲、城市发展案例展及相关配套活动

等。来自中国、俄罗斯、德国等国家、地

区和国际组织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社

区代表等围绕“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年

度主题，分享在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

改善人居环境方面的经验做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姜万荣在

开幕式致辞说，世界城市日自设立以来，

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全球范围

内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

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愿同世界各

国继续深入开展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

合作，探讨交流提升社区和城市品质的

实践经验和创新举措，共同应对城镇化

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建设更加美好的城

市家园。 （陈弘毅 邓倩倩）

湖州启动
建设绿色金融中心

本报讯 浙江省湖州市近日正式启

动建设南太湖绿色金融中心，意味着全

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中诞生了首

个绿色金融中心，以“绿色”之名探索金

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路径。

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发源地，也是全国首批绿色金融改

革创新试验区，侧重用金融支持绿色产

业创新升级。

发展绿色金融就是要以市场化原则

引导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

鼓励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绿色金融产品和

服务。

此次发布的规划方案显示，该中心

位于湖州南太湖未来城核心区块，总面

积约5平方公里，规划建设“一街一镇一

大厦”，将致力于打造区域金融机构聚集

地、绿色金融创新示范地、地方金融落户

首选地和金融生态企业汇聚地。

（殷晓圣）

宁夏银川：新建居住区
须按标准配建养老服务设施

本报讯 宁夏银川市政府发布消

息，自即日起，在银川新建居住（小）区

时，须按每百户不少于30平方米的标准

配套建设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根据银川市规定，建设单位要选择

通风和采光条件较好、区域相对独立、便

于老年人生活的位置配建养老服务设

施。养老服务设施应设置在建筑的低

层，不得设置在建筑的地下层、半地下层

和夹层，在建筑二层（含二层）以上的应

设置无障碍电梯。养老服务设施主要出

入口应单独设置，出入口前的道路设计

应便于人车分流的组织管理，并应满足

消防、疏散及救护等要求，出入口处应当

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地，便于老年人及

居民使用。

此外，银川市还规定，自然资源部门

对新建住宅小区设计方案备案审查时，

要把配建养老服务设施作为一项必要条

件纳入审查内容。 （靳 赫）

□ 涂洪长 王 成 吴剑锋

有着2200多年历史、以“三山两

塔一条江”著称的福州市，近年来围

绕“显山露水”做文章，推进“还山于

民”，攻坚水系治理，赓续文脉传承，

合力绘就了一幅“绿城、水城、古城”

交相辉映的闽都美丽画卷。

一眼望见“三山”

乌山与于山、屏山并称福州“三

山”。从乌山脚下踏石板路拾级而

上，白墙黑瓦的古建筑在山林之间错

落有致，花木掩映着一块块饱经沧桑

的摩崖石刻，置身其中，人和自然、历

史的关系变得格外亲近。

曾几何时，伴随城市快速扩张以

及乱搭乱盖增多，乌山部分出入通道

被掩藏，山体界面难以凸显。在人们

眼中，乌山更隐蔽了，与老百姓的距

离也越来越“远”了。

近年来，福州市启动乌山历史风

貌区保护建设项目，一批盘踞山头的

自建民房、单位宿舍被拆迁，望耕亭、

鸦浴池等历史景点重新面世，以前广

遭诟病的出入口数量从4个增加到

10个，“老福州”记忆中的乌山又回

来了。

乌山之变，折射的是福州市推进

“还山于民”的理念之变、行动之变。

“还山于民要对每一座山体的主

题创意、发展定位认真考量，还要立

足‘大疏大密’的城市规划理念，管控

城区重点山体周边建筑高度，建立通

视走廊，让市民一眼望见‘三山’。”福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张帆

表示。

如今，福州“三山”已经成为市民

散步休闲的好去处。登临乌山制高

点邻霄台俯瞰，近处的乌塔、白塔两

两相望，青砖黛瓦的三坊七巷古建筑

群蔚为壮观，近处内河蜿蜒；远处层

峦叠翠，山水之间高楼大厦鳞次栉

比，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垃圾河”变身“景观河”

福州城区水系纵横、河网密布，

有内河107条，总长度达244公里。

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内河

环境遭破坏、水体黑臭等问题严重影

响了“水城”魅力。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流花溪一度

河道垃圾充塞、渣土堆积成山。福州

市城乡建设局城市给排水处处长

王庆兵介绍：“我们对流花溪河道全

线开挖贯通，全面控源截污，同时在

岸上种植50多个品种绿植提升景

观，经过治理和保护，‘垃圾河’变成

了‘景观河’。”

近年来，福州在全市打响城区水

系综合治理攻坚战，拆除内河两侧

6至12米范围内的建筑，全线埋设截

污管道，水清、河畅、岸绿、景美成为

全市内河“标配”。

“通过水上岸上一同治理，完善

公共设施，留住自然韵味，打造与市

民生活联系更加紧密的城市空间。”

王庆兵说，以白湖亭河治理为例，依

照原有施工图纸对河道裁弯取直，需

挪走岸边28棵大榕树，建设、园林、

水利等部门多次“会诊”后修改施工

方案，留住了承载乡愁记忆的大

榕树。

做好“显山露水”文章，福州不仅

强调水环境治理，还注重对城市水体

空间的塑造。

在福州东区，总库容量达159万

立方米的晋安湖项目将于2021年竣

工，并与临近的牛岗山公园、鹤林

生态公园连成一体。“晋安湖公园将

以其生态功能、休闲功能、滞洪功

能，融入城市总体功能布局，成为福

州的城市中央绿轴。”该项目负责人

李伟方说。

山水文脉提升城市品质

秋日清晨，福州于山的喜雨台

上，铙声钹音不时响起，台上艺人操

着福州方言讲得神采飞扬，台下听众

席地而坐听得怡然自得。

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

评话”的现场。去年以来，于山风景

区实施改造提升，全面清理与景区风

貌不协调的建筑搭盖，于山风景区管

理处办公楼也在拆除之列，之后就在

原址复建了“于山二十四景”之一的

喜雨台。

古城墙修缮一新，戚公祠、状元

峰等景点全面提升，人文空间“白塔

书场”成为独特风景线……于山风景

区管理处主任孙伟表示：“围绕‘显山

露塔、拆墙透绿、还山于民’的目标，

于山改造更加注重彰显福州厚重的

历史文化底蕴。”

冶山被誉为“闽都之根”，是福州

建城2200多年的文明标志。随着时

代发展变化，海拔不高的冶山逐渐隐

没在周围建筑之中。

近年来，福州对冶山历史文化

风貌区进行整治，拆迁建筑亮出山

体，部分消失古景得以还原，磨损

的摩崖石刻再现往日光彩，“冶山春

秋园”成为福州新的历史文化坐标，

也成为福州市民文化休闲的优先

选项。

“有形的山水承载的是无形的文

化，显山露水不仅关乎生态治理、城

市建设，更使城市品质在山脉水韵与

历史文化的交相辉映中得以提升。”

福州市园林中心副主任陈凡说。

□ 姜 微 周 琳

曾经，“看到杨浦的大烟囱，就

到了上海”。如今，在这个百年老工

业区，发电厂、自来水厂等民族工业

遗存华丽变身为博物馆、滨江驿站；

哔哩哔哩、流利说等以“90后”“00

后”为主要用户群体的创新企业纷

纷落户；“工业锈带”成功转型为“生

活秀带”“发展秀场”……

从城市建设到社会治理，杨浦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坚持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理念，向打造人民城

市“样板间”目标迈进。

新旧转换
工业遗存变创新园区

今年上半年疫情期间，上海很

多中小学生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

事，就是打开晓黑板开发的“空中课

堂”直播系统，享受在线授课服务。

直播背后支撑其运行的一片“云”，

是优刻得提供的宽带服务。如果师

生们需要实时互动交流，实时音视

频供应商声网的技术随时给予有力

支撑。

三家相互依存、相互“补链”的

创新企业，都位于杨浦区大创智上

海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区，成为“上

下楼就是上下游”的典型范例。

杨浦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

“摇篮”。近年来，历经艰难转型，厚

重的工业遗存与时尚的创新园区正

融为一体，“工业锈带”转型为智慧新

城，这里一跃成为活力迸射的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攀上高质量发展之梯。

沿江细数，90%用户都是“90

后”的哔哩哔哩，在年轻人中掀起一

片“后浪”。即时零售和配套平台达

达，使得购物“1小时抵达”；国潮新

品一抢而空，海外新品首发中国，不

少都青睐“得物”App。

创新，越来越成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如今，上海13家国家级

大学科技园，杨浦独占7家，破除“从

毕业到创业”的壁垒；杨浦还拥有

100多家科研院所、21家国家和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3个国家和

市级重点实验室。近日，上海技术

交易所正式落地，鸣锣开市助力“纸

变钱”。

2020年上半年，杨浦区以新生

代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加22.5%。

还江于民
“锈带”大变“YOUNG（年轻）”

两年多前，黄浦江45公里岸线

全线贯通，过去被老厂房、老码头包

围的杨浦滨江，从此告别“近江不见

江”历史。住在这里几十年的许辛声

老人，第一时间报名到滨江的党群

服务中心“人人屋”当志愿者，给游

客们讲述这里的变迁。

40年前，这里还是机器轰鸣、装

卸繁忙的大型企业集聚地。旧貌换

新颜，“锈带”整体焕新，从以工厂仓

库为主的生产岸线，转型为以公园

绿地为主的生活岸线、生态岸线、景

观岸线。

现在，杨浦滨江全线共建成漫

步道5886米，跑步道5631米，骑行

道 5394 米；百年老建筑“装备”了

新科技，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穿

越历史、领略沉浮；毛麻仓库展出

市民艺术大展，在木刻版画中追

忆石库门时代滨江的喧嚣；市民

还可以去“皂梦空间”，在“时光隧

道”中“嗅一嗅”上海制皂厂的老

味道……

这一“最有温度”的“生活秀

带”，正成为上海文化旅游推广的崭

新窗口。

不久前，江边的“初心启航”展

厅也正式向公众开放，让居民游客

在休闲娱乐之外，感受党的诞生地

上海的红色印记，为“工业博览带”

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杨浦是百年大学文明、百年工

业文明和百年市政文明的汇聚地，

工业元素、红色历史、现代创意、产

业发展碰撞出火花。”上海杨浦区委

书记谢坚钢说，杨浦以滨江为点，由

点及面，将“生产、生活、生态”融合，

推进城市有机更新，让这里越来越

宜业、宜居、宜乐、宜游。

睦邻建设
老城区更有新服务

73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92

岁“编花环的女孩”……居住在杨浦

区社会福利院里的高龄老人们，用

精湛的“演技”还原了多幅世界名

画，一时广受关注，成为杨浦提升养

老服务品质的生动写照。

面对老城区面积大、老龄人口

多的“两老”问题，杨浦经过近10年

的创新探索，走出了一条全领域、全

局性、成体系、成规模的“睦邻家园”

建设之路。

目前，杨浦区内已建成60个睦

邻中心，形成了“1510”睦邻服务

圈：居民步行 15 分钟就能到达一

个睦邻中心，每个睦邻中心至少有

10个以上服务项目。用党建联盟

“大联动”，打造“大睦邻”社区格

局，高档社区和老旧小区之间的门

打开了，为居民共享公共设施提供

了新思路。

同济大学的老师刘悦来，既是

杨浦居民，同时也是老城区新创意

推出的首批“社区规划师”。依托他

的专业设计理念，某小区外的一处

建筑废料堆砌地，摇身一变成为城

市中心的“创智农园”，季季有鲜花、

处处有香草。

老旧小区公共设施老化怎么

办？停车位紧张有啥解决办法？

社区环境拥挤杂乱该找谁？为办

好居民的这些心头大事，杨浦首创

的“社区规划师”机制10月开始正

式在上海全市推广。“社区公共空

间离不开居民的共同参与，居民自

治让有意义的事情变得有意思。”

刘悦来说。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谢坚钢说，从城市建设到社

会治理，杨浦将继续用扎实的行

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刻内

涵 ，全 力 争 创 人 民 城 市 建 设示

范区。

福州 “显山露水”焕发闽都神采

百 年 老 区“ 拥 抱 ”新 生 代
“工业锈带”成功转型为“生活秀带”“发展秀场”……上海杨浦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打造人民城市“样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