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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市杨浦区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将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上午开幕，1 月 14 日
下午闭幕，1 月 10 日下午召开预备
会议。

会议的建议主要议程为：听取和
审议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和批准上海市杨浦区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批准上海市杨浦区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
批准上海市杨浦区2021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上海市杨浦区2022年区级预算；审议
2021 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
密切相关的实事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和2022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实事项目草案报告，批
准2022年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实事项目；听取和审议
上海市杨浦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七、听取和审议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选举上海市杨浦区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副主任、委员；选举上海市杨浦区
区长、副区长；选举上海市杨浦区监
察委员会主任；选举上海市杨浦区人
民法院院长；选举上海市杨浦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决定上海市杨浦区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人选。

本报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杨浦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将于2022年1月10日至13日
举行，1月9日召开预备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杨浦
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上海市杨浦区第十四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列席杨浦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
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选举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杨浦区第十五
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
委员；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上海市杨浦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决议。

本报讯 12 月 27 日下午，基层人
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任命大会召
开。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
书记谢坚钢出席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周海鹰、区政府党组成员祁克
萍出席。区委常委、区人武部政委
李猛主持，区人武部部长程宝根宣
布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任职
命令。

谢坚钢指出，党管武装传承的
是历史、开创的是未来，使命高于一
切，责任重于泰山。各位政治教导
员要满腔热情学武装、充满激情管
武装、倾注真情爱武装，做武装工作
的“明白人”“带头人”“贴心人”，推
动杨浦基层武装工作不断迈上新台
阶，不断开创杨浦人民武装工作新
局面。

要提高站位抓武装。弘扬光荣
传统。结合党史军史学习教育，把

光荣传统赓续传承好、坚持发扬
好。不负领袖重托。忠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
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确保人
民武装力量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
之下。认清形势所需。坚持底线思
维，强化风险意识，从党的事业长远
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
认识和抓好党管武装工作，正确处
理发展生产力与提高战斗力的关
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军事
效益的有机统一。

要履职尽责兴武装。带头强化
政治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牢
记“武装无小事，事事连政治”，确保
国防后备力量坚决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带头强化责任意识。
把《关于加强新时代党管武装工作的
意见》中提出的内容和职责时刻放在
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层层压

实责任，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督促
一级干，做到整体谋划有位置、工作
部署有要求、上下各级有责任，确保
党管武装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带头
强化制度意识。严抓制度执行，不折
不扣落实好双向兼职、党委议军、办
公例会、过军事日等 8 项基本制度。
结合本单位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不断推动党管武装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规范化。

要夯实基础强武装。聚焦国防
动员这个“主业”。坚决扛起后备
力量建设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军事
斗争国防动员准备。用足用好区域
高校资源、红色资源和双创优势，
大力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努力在全
区上下营造爱军兴武的浓厚氛围。
深化国防动员体制调整改革，积极
探索形成“军政民”一体化运行新
模式，不断提升国防动员的组织协

调力、平战转换力、快速反应力和
支援保障力。抓好民兵建设这个

“关键”。编足配齐建强民兵队伍，
优化编组设置，理顺组织关系，提
高新兴领域新质力量占比，着力打
造“建在身边、抓在手中、用在关
键”的拳头力量。充分发挥民兵队
伍作用，组织参加抢险救灾、维护
社会稳定等活动，为杨浦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擦亮双拥共建
这个“品牌”。以创建“全国双拥模
范城”“十连冠”为目标，以更大的
力度、更实的举措关心支持国防和
军队建设，积极解决部队和官兵现
实困难，切实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
良好局面。

会上，区领导为基层人民武装部
政治教导员颁发任命状。新任基层
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代表作履职
表态。 ■张蓓

本报讯 12 月 27 日上午，区委
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召开。区委书
记谢坚钢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
周海鹰、尼冰、徐建华、施方出席。

谢坚钢指出，今年以来，杨浦牢
牢把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区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中加
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关于明年经济工作，一要坚持
稳字当头。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前瞻
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和
整体性推进，科学合理确定明年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进一步加强
招商引资，以更大创新举措和服务
力度为企业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二要全力抓好开局。明年各项
工作都要早部署、早启动、早落实，确
保顺利实现开门红。抓好“双十”等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抓紧旧改基地收
尾攻坚，稳妥有序推进土地出让等，
以杨浦自身工作的确定性有效应对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确保经济行稳
致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和市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会议讨论审议了区 2021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区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2022
年预算安排和区级财政收入运行
有关情况。 ■张蓓

本报讯 12 月 28 日，上海优宁
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优宁维”，证券代码 301166）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区委
书记谢坚钢，区委常委、副区长尼
冰，区政协党组成员明依，优宁维
董事长兼总经理冷兆武，民生证券
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冯鹤年等出席
上市仪式。

尼冰在致辞中表示，杨浦是全
国唯一连续四年被国务院表彰的双
创示范基地和全国首批、上海唯一
的“科创中国”试点城区。全区集聚
了8000多家科技型企业，在各类资
本市场上市挂牌企业数量已超百
家，优宁维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优宁维深耕生命科学领域十余年，
始终坚持“助力生命科学发展与创
新”使命，围绕抗体产品进行产品线
及服务的拓展。希望企业以上市为
新起点，乘势而上、创新发展，不断
提高经营水平和发展质量，以优异
业绩回报社会、回报广大投资者。

冷兆武表示，多年来优宁维一
直秉持向正、向善、向上的价值观，
以走正道、利客户、永向上的信念，
努力向世界知名生物制品供应商
的愿景不断前进。企业将以本次
上市为契机，不断提升公司的研发
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
力，丰富产品结构，巩固和提高公
司的市场占有率，奋勇向上，砥砺
前行。 ■瞿伟

“旧改大决战”圆满收官
杨浦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全面完成，16.35万余户居民圆梦新居

杨浦召开基层人民武装部政治教导员任命大会

不断开创人民武装工作新局面

杨浦两会将于明年1月10日、11日召开

区委财经工作委员会会议召开

“优宁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让阳光照进终年遮蔽的窗口，让
期盼告别“拎马桶”日子的旧里居民
住上敞亮的新家，让被时光遗忘的

“沉默少数”获得更美好、更体面的生
活，这是杨浦区委、区政府对人民群
众许下的庄严承诺。12 月 28 日，杨
浦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全面完成，

“旧改大决战”取得全面胜利。
杨浦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

祥地，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厂、
发电厂、煤气厂等多个“中国第一”。
随着时代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以传
统工业为支柱的杨浦进入了转型
期。但作为典型老工业区，城区面貌
旧、底子薄、二级旧里大片存在等情
况阻碍着杨浦的转型发展。作为二
级以下旧里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区之
一，杨浦区二级以下旧里的总量曾占
全市约 1/3，改善住房条件成为杨浦
居民最急的期盼。

圆梦新居
“以前住的老房子只有20平米，

现在住上了88平米的新房。”因为旧
改，居民余文琴和钟荣民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感慨：“新房
子里的生活美好得就像‘做梦’。”与
余文琴一样的还有居民贾玉莲，旧改
让贾玉莲儿子的婚房有了着落，94岁
的母亲也住上了电梯房，“多年的心
事终于落地了。”

从“蜗居”到安居，在杨浦，像余
文琴和贾玉莲一样的居民还有很多。

今年年初，杨浦启动了“旧改大
决战”，新开16个旧改征收项目，截至
12 月 27 日，已完成征收户数 15508
户，超额完成今年旧改目标任务，“旧
改大决战”取得全面胜利。

为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
迫问题，自1992年以来，杨浦旧改历
经“365”危棚简屋改造、以改造老房
老区为重点的新一轮旧区改造、“十
一五”旧区改造、征收新政实施四个
阶段，已累计拆除二级以下旧里房屋
380.28 万平方米，为 16.35 万余户居
民改善了居住条件。

留住记忆
上世纪80年代，作家程乃姗根据

自己在杨浦生活的经历创作了小说

《穷街》，并被改编成电视剧。“穷街”
的原型，就在定海路街道。

2021 年，定海有近 7000 户的旧
改。在这里居住的人们，既想要获得
更好的生活环境，又舍不得老房子里
独有的那份沉甸甸的乡愁。于是，居
民们把无形的记忆和乡愁用媒介记
录保存，珍藏传播，留住宝贵的弄堂
回忆。

在旧改过程中，定海路街道和居
民区党组织策划开展了“弄堂烟火
情”系列活动，组织专人为居民和老
房子、相处多年的老邻居一起合影留
念，用口述史的方式收集发生在弄堂
的老故事，收集各种老照片、老物件，
举行居民座谈分享会，留下美好回
忆，记录发展变迁。

这些在旧改拆迁中“挖”到的“宝
贝”，将陈列在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
设规划展示馆、国际时尚中心党群服
务站和杨浦电厂党群服务站，供居民
重温市井生活的点滴。

依托“三师三顾问”资源，定海
路街道邀请复旦、同济等高校的学
科团队参与记录旧改进程，按照

“温情旧改、暖心为民”的要求，以
纪事、口述史、影像等多媒体手段
记录百年里弄历史、居民日常和拆
迁过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展了为期
半年的田野调查，形成了15万字口述
史，记录了居民生活场景和记忆中的
定海。控江中学的学生从近百年历
史的工厂宿舍走到拥挤的私房，逐渐
了解了居民们的日常生活，设计出了
一系列有着弄堂生活气息与岁月沉
淀的作品。

杨浦模式
30 年旧改，只为攻下“天下第一

难”，旧改推进的每一个细节成为杨浦
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最生动的实践。

杨浦旧改一次次提速，这种“加
速度”从各个征收事务所的工作中可
见一斑。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