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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树立道德榜样 弘扬社会正气
四平路街道召开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大会，12人荣获“四平好人”称号

近日，2015年上海市民体育大联赛（杨浦区）健身气功大联盟系列活动暨大桥街道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交流
赛，在大桥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 ■记者 应沈漪 摄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 危难时刻见真情，生死关
头考验人。当面对挥舞的尖刀时，61
岁的陆洪鼎奋不顾身空手夺刀，从暴
徒手中解救了邻居夫妇，而这位“夺刀
侠”也因见义勇为而受到了社区居民
的称赞。

“精神文明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
而不觉，失之则难存。”近日，四平路街
道召开精神文明建设推进大会，对包
括“夺刀侠”在内的12名“四平好人”
进行表彰。在这群平凡人中，既有像
陆洪鼎这样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安
全卫士”，也有坚持 30 年照顾邻居的
热心夫妇……

奋不顾身空手夺刀
陆洪鼎是鞍山一村一名退休在家

的普通居民，他和家人住在一栋高层
楼房内，退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就是
在家含饴弄孙。

2015年2月9日，正值春节前夕，
到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陆洪鼎
家门前的控江路满是欢声笑语与熙熙
攘攘的人群，人们都在忙着购置节日
物品和节前大扫除，谁也没有意识到
危险的临近。

下午4点20分左右，一高层楼房
的 22 层：陆洪鼎在家中为 2 岁多的
外孙理发，妻子和女儿在一旁忙碌
着；隔壁曹家夫妇正准备出门采购
年货；一名外出归来的男子凌某正
走出电梯……

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救命”声
和消防铁箱剧烈撞击的声音。陆洪鼎
最先反应过来，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他循着声音一路跑到楼道中央区域的
电梯口。只见患有精神疾病的邻居凌
某正手持一尺长的弹簧刀，追着隔壁
曹家夫妇猛扎。此时丈夫曹某胸口中
刀已倒在了血泊中不省人事。妻子吴
某跌坐在一旁，双手无力地阻挡着凌
某挥舞的尖刀，进行最后的抵抗，现场

情况十分危急。陆洪鼎顾不上细想，
一个跨步扑了上去，趁凌某不备，一把
夺下他手中的尖刀。

这一切都发生在千钧一发之际，
等陆洪鼎的妻女闻讯赶来时，他已经
制服了凌某。陆洪鼎随后把凌某扭送
回家中，交给凌某的妻子看管，并叮嘱
她锁上家中铁门。一旁陆洪鼎的女儿
见状连忙拨打了110和120。

医生：幸亏及时送医
为了争取抢救时间，陆洪鼎争分

夺秒，把奄奄一息的曹某挪到楼下大
门口等待救护车，并吩咐女儿进屋取
了六千多元现金。救护车到达后，陆
洪鼎又陪同惊魂未定的吴某一起把曹
某送往医院抢救。由于吴某受了轻
伤，到达医院后，陆洪鼎便奔前跑后办
理各种手续。

抢救费和医药费是一笔不小的数
目，陆洪鼎二话不说拿出自己带来的
钱垫付。曹某因被刺穿肺部而生命危

在旦夕，陆洪鼎急切地与医生沟通，希
望尽最大努力救治，直到曹某的女儿
赶来，他才放心离开。

后经全力抢救，曹某终于脱离了
危险。主治医生无不感慨地对家属说
道：“你们邻居真好，如果送来稍晚一
点，恐怕就救不过来了。”

妻子：吓得双腿发软
事后，陆洪鼎的妻子黄阿姨想想

都觉得担心：“我抱着外孙跑出来时，
看到地上脸盆大小的两大滩血迹，吓
得腿都软了。”对此，陆洪鼎非常淡定，
他置之一笑道：“我是共产党员，冲锋
在前是理所当然的。”

陆洪鼎去年 2 月刚退休，有着 40
年的党龄，当过 22 年消防兵，退休前
在银行从事安保工作。多年的工作经
历，让他行事十分果断，也因此临危不
惧。“即使是陌生人我也会上前帮忙，
更何况是朝夕相处了十九年的邻居。”
陆洪鼎说。

居委会干部：不是第一次出手
据陆洪鼎所在小区的居委会干部

孙海燕反映，这已经不是“夺刀侠”第
一次出手了。

去年 5 月，凌某也曾病发，在曹
家夫妇出门时，从后追赶并用双节棍
攻击两人。陆洪鼎闻声赶来，夺走了
凌某的双节棍。凌某不肯善罢甘休，
又从厨房取来菜刀继续攻击。“当时
陆洪鼎也是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上前
把他拉开。”

被救邻居吴某也证实了孙海燕
的说法，“他平时是个热心肠的人，
我们能平安无事，全靠他多次出手
相助。”但陆洪鼎行事很低调，除了
当事人和居委会干部，没人知道这
件事。

因在危难关头的挺身而出，日前，
陆洪鼎被授予“上海市见义勇为先进
分子”荣誉称号，他的“夺刀侠”身份也
渐渐被社区居民所熟知。

如何让草根创客由小做大由弱变强？

（上接第1版）当今社会风貌、学习汉
语、融入当地生活。这位从上海财经
大学毕业后、继续出国深造的创业
者告诉记者，经过国外的学习和生
活，随着祖国的日益强大，他发现越
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到中国工作、
学习和生活。于是毕业回国后，他
决定创业，创业的内容就是“教外国
人说中文”。

回国创业，对韩琛来说一定是
艰辛的。他告诉记者，公司之所以
选择落户江浦路街道创业示范园，
是被一系列好政策吸引：开业免息
贷款、成功创业半年贴息贷款、三年
房租补贴、一年员工社保补贴……
因为这些创业富民政策的扶持，乐
布文化传播发展迅猛。然而不久几
个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因为分歧选
择退出，“本来局面一片大好却一下
子跌到谷底。”韩琛心里明白，这时候
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此时，街道
主动上门了解情况，在得知资金存在
一定缺口的情况下，街道积极帮助他
申请了 YBC 创业启动资金，一解韩
琛的“燃眉之急”。如今，乐布还完成
了平台网站的开发，预计将在近期内
开放测试，客户端手机App也在开发

过程中。
在街道落实市、区

各项扶持政策下，像“乐布”这样的成
功创业企业，街道三年内扶持了121
家，其中青年（大学生）创业59家，带
动就业达893人；三年房租补贴累计
受理200家，共计322.3万元；社保补
贴累计受理148家，共计476.8万元；
开办费补贴累计受理 71 家，共计 32
万元。在此基础之上，街道还拾遗补
缺，2010年至今，每年都制定并出台

《江浦路街道创业带动就业实施意
见》，共投入资金 100 余万元用于创
业带动就业奖励，鼓励带动就业成效
明显的企业。

“管家式”服务让创业者“省心”
采访中，韩琛对街道的服务一直

赞不绝口，“公司登记注册及其他一
些手续全部由街道帮忙跑，甚至连公
章都是由街道刻好送到公司，整个过
程我只需要过来签个字。”韩琛说，自
己之前也在其他地方注册过公司，手
续繁琐不说，光跑腿过程就非常耗
人，前后跑了10多趟，有次甚至在漫
长的排队过程中睡着了。

2011 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施一
超，去年辞去本来高收入的工作，与
几个合伙人开始创业。这支致力于
打造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创业团队，对

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他们需
要争取一分一秒去做平台建设。公
司注册、办公场地布置等一系列繁琐
的事情，对他们而言就是浪费时间。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做项目研究，其
他事情都不用管。”施一超告诉记者，
在江浦的创业超市内，所有和项目无
关的事情，街道都帮他们做了，让他
们省了不少心。

成立于 2012 年 4 月的江浦路街
道创业超市，从原来的小微企业孵化
园升级转型而来，以超市式服务为主
导，电子商务孵化、育苗为特色，为创
业者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政策受
理、项目支持、开业指导、融资担保、
人力资源服务、风投项目对接、行业
市场推广等近百项相关的服务内容，
构建起“管项目、管资金、管政策、管
服务”四大完整的“管家式”服务。

“我们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街道创业示范园是背后强力的支
撑，是我们创业的靠山。”从事母婴培
训等相关行业的创业者孙文佳，目前
不仅拥有了几家实体店，还开辟了

“生了吗”线上业务，事业风生水起，
她告诉记者，几年的创业经历，街道
一直是她心中最坚强的后盾，“是他
们的精心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事业
的成功”。

杨浦正积极勾画“3+1”科技创新路线图

（上接第1版）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
孵化服务体系；瞄准新一轮技术革命
的大潮流、大趋势，着力培育发展高
端化、服务化、智能化的新兴产业。

不论是创新知识的策源地，还
是技术转移集聚区和新兴产业孵化
区，都离不开良好的创新环境。如
何加快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良好氛围？杨浦将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探索。

构建更多面向人人的“众创空
间”、创业街区、创业社区。下一步，
杨浦将进一步加强政府与企业在众
创空间建设方面的伙伴关系，鼓励
已建成或待建成的孵化器载体，通
过一定改造，促进内部交流和向社
区融合渗透，为创客、初创企业提供
会议交流、项目路演、活动举办等多
功能的免费场所。同时，联合各方
举办具有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品牌活
动，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
客文化。

强化创新创业政策扶持，优化有

利于科技创新的
财政资金统筹投

入机制，在资金投入导向上，从原来
对个别企业的“一事一议”、“点对点”
支持，逐步转向对整体发展环境建设
的支持。

完善多元化融资服务体系，支持
更多的天使投资机构和行业组织集
聚，重点探索运用市场化机制搭平
台、聚资源、做评估、找合作。

加强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和培育，
重点聚焦三类人才，即有创新创业经
验的领军人才、技术运营类创新创业
骨干人才和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基础
性人才。

座谈会上，代表们对于杨浦国
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所取得的成
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从知识产权
保护、人才高地建设、互联网新业态
下的政府管理机制以及如何运用科
技进步破解城市发展瓶颈、提高民
生服务水平等角度，对进一步推进
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打造上
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提出了意
见建议。

上海体育学院的行政办公楼是
一座具有浓郁中国古典风格的中国
宫殿式大厦，其前身是 1933 年落成
的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在长海医
院和同济中学内有遥相呼应的涂彩
飞檐式姊妹楼；坐落于国和路上的江
湾体育场曾是旧上海市体育场。此
外，五角场地区还有以“民”、“国”、

“政”、“府”等字打头的蛛网型道路。
这些市政建筑和设施，承载着当年

“大上海计划”的历史，记录着曾经的
“大上海之梦”。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将上海定为特别市，7月7日，上海特
别市政府正式组建成立。此时上海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国民政府和
上海地方政府都非常关注和重视上
海的建设和发展。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明
确表达了要改造上海，“以上海为东
方大港”的观点。但当时的上海在繁
华的外衣下，又是一座租界和华界并
存的畸形城市，整体布局和功能矛盾
重重。因此，市政府最终决定绕开租
界和旧市区，经1929年7月市政府第
123 次会议讨论确定五角场地区为
新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并在8月成立
了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陆续公布
了《建设上海市中心区域计划书》《黄
浦江虬江码头计划》《上海市分区计
划》《上海市道路计划》等一批配套计

划，这些计划构成了人们常称的“大
上海计划”。

当时的市政府之所以选择五角
场这片远离旧市中心的东北郊野，一
是因为这里地近吴淞口，位于黄浦江
边，具有比旧市区更大的港口优势，
也符合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将上海建
成一个“东方大港”的宏伟目标；二是
因为这里是乡野平地，避免了改造旧
市区那些难以想象的种种麻烦，便于
从头开始，一切按新时代的标准去开
创一个现代化的新区域。

从1930 年起，一直到抗战爆发
前，这一地区进入了大规模的开发
建设，一批市级的公共建筑拔地而
起；地区路网部分辟成；一条轻便
铁路东西贯通；虬江码头一期工程
完成。这些设施中的大部分都超过
了租界而领先于上海，新市中心区
初步成型。可惜这个大型计划还未
完成，“一二八”、“八一三”事变相继
爆发，江湾处于战火中心，并被日军
占领。

1937 年 11 月，上海沦陷，“大上
海”计划被迫中止，抗战胜利后也没
能重新恢复和延续执行。

“特别市”：“大上海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