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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记者 朱良城

桂峰村位于风展红旗如画的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洋中镇东北部，海拔 550 米，为半高山谷
地。宋朝淳祐七年（1247）肇基，是北宋名臣蔡襄九世孙蔡长，领着族人建成的。村庄地处南来
北往的交通要道，明末清初日渐繁荣，被誉为“小福州”。

桂峰以耕读传家，尤其崇文尚学，历代儒风不衰，几乎厝厝有书斋、书房，亦儒亦官亦商的
传统文化影响至今。据记载，桂峰村明清两代中进士者 3 名、中举人者 12 名、中秀才者多达 412
名，形成了桂峰独特的理学文化、建筑文化、姓氏文化、地理文化。

村口立着一座高大的牌楼，正中大书“桂峰”。牌楼边上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雕着“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有桂峰八景，村前有深坑大峡谷，历史上曾被誉为“山中理窟”“云霞
仙境”。

全村建筑总面积 2.6 万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 2.2 万平方米，现存有蔡氏祖庙、蔡氏宗祠、石
狮厝、楼坪厅等明、清典型古建筑 39 座，构成了桂峰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是福建古建筑保存极
为完整珍贵的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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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18日上午，国家体
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刘国永到
杨浦调研体育事业发展情况，上海市
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彬，区委副
书记、区长薛侃，副区长王浩陪同。

刘国永一行在杨浦滨江先后参
观了人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人
人屋及阳光综合服务中心，并听取
了有关情况介绍。

调研中，刘国永充分肯定了杨
浦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方面取得的
重要成果和生动实践。他表示，深
化全民健身工作，提升国民身体素
质，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杨
浦区更好发挥自身资源禀赋，积极推
进健康中国行动，打造个性化“运动
处方”，进一步满足全人群、多层次、
多元化的运动健康与康复需求，促进
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

随后，刘国永一行来到大桥街道
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实地调研了该中
心的设备配置、功能建设等内容。

现场，刘国永与锻炼的居民互
动，鼓励他们坚持运动，培养良好的
生活习惯，并祝福他们拥抱健康生
活。他表示，健康促进中心不仅满
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居民健康健身需
求，也提供了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
体育公共服务新经验，这一模式值
得推广。

薛侃感谢长期以来国家体育总
局和上海市体育局对杨浦体育事业
发展的关心和指导。他表示，随着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杨浦群众的健
身热情、健身意愿也不断增强，未
来，杨浦将继续积极实践，打造更多
政府引导、多方合作的新样本，为人
民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运动健康
促进服务，满足市民对高品质生活
的期望和追求。 ■宋玥

薛侃调研民心工程和“15分钟生活圈”建设推进情况，赋予社区新生活力

充分展现城市有机更新中的民生内涵
本报讯 2月17日下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薛侃调研民心工程和15分钟
生活圈建设推进情况，在长白228街
坊城市更新项目，详细听取项目进
展、功能运营、理念背景等情况的汇
报。区委常委、副区长徐建华，副区
长于洋参加。

在座谈会上，薛侃指出，作为老工
业城区，杨浦始终把城市更新当作重
要的民心工程，放在全区乃至全市的
创新转型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
228街坊项目是上海市第一批12个城
市更新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杨浦区政
府重大项目之一，社会关注度高、群众
期待强烈，要加快推进，早出形象，让群
众看到实实在在效果。要将项目推进
与宜居城区建设相结合，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坚持把人民宜居安居
放在首位，在打造15分钟生活圈中，统
筹为老服务、亲子托育、社区卫生、康复
疗养等方面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商
旅文体、吃住行娱深度融合，打造更多

“小而美”的公共空间，充分展现城市有
机更新中的民生内涵。要将项目推进
与文化传承相结合，着力打造富有历史
底蕴的文化名片。要充分挖掘“两万
户”工人新村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品牌故
事，秉持“修旧如旧”原则，赋予社区新
生活力，促进老故事与新奋斗相融合、

烟火气与时尚潮相交织，在历史价值、
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找最佳的
平衡点，充分展示破茧成蝶的城区变
迁历程。要将项目推进与共建共治相
结合，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杨浦样本。
在项目更新建设中，要充分倾听和采
纳群众的诉求，促进多元主体共同进
行参与式设计和共建，探索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可持续实施模
式，提升基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水平，
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中贡献杨浦方案。

会议还听取了老旧小区成套改
造项目推进情况。薛侃强调，要把好
事办好，坚持用真心、讲真情，把民心
工程办到人民群众心坎上，充分征询
居民意见，畅通建议反馈渠道，调动
群众积极性，让更多居民关注改造动
态、增强改造意愿、共享改造成果。
要把实事办实，进一步强化市区联
动、条块协作，全力解决东郸小区和
凤南一村等项目推进中的瓶颈难点，
尽最大可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加快工
作进度，力争快出成果、早出成效，切
实改善人民群众居住环境。

据悉，解放之初，为解决本市三
百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上海率先
以“工人新村”为理念，参照前苏联集
体农庄结构模式建成了一批新住宅，

可供两万户家庭居住，“两万户”因此
得名，其中杨浦228街坊是首批完成
的工人新村，也是上海现存唯一成套
的“两万户”历史风貌住宅。如今，
228街坊项目通过更新改造，被赋予
了风貌重现、功能重塑和文化重构的

崭新使命，是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实
践。杨浦致力于将228项目打造成为
一个历史文化潮流地标，着力打造体
现“文化更深厚、社区更便利、资源更
丰富、社交更多元”特色的15分钟社
区生活圈样板街坊。 ■记者 周梦真

杨浦228街坊是上海现存唯一成套的“两万户”历史风貌住宅，228街坊项
目是上海市第一批12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之一。图为228街坊现状（无人机照
片），正着力打造体现“文化更深厚、社区更便利、资源更丰富、社交更多元”特色
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样板街坊。 ■记者 杨馏箐 摄

探索服务新模式，让企业没有难办的事，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政府助力战开局企业发展有“靠山”

规划引领资源保障，助力打造人民城市“样板间”

国家体育总局调研
杨浦体育事业发展

上海警备区来
杨浦检查调研

本报讯 2月21日下午，上海警备
区少将政治委员胡世军一行来杨浦
区检查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区委副书
记、区长薛侃陪同。上海警备区办公
室大校副主任段晓明，警备区战备建
设局大校副局长王晓军，副区长于
洋，区人武部党委班子成员参加。

胡世军一行参观了杨浦滨江人
民城市建设规划展示馆、人人屋，听
取杨浦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相关情
况的介绍。随后赴定海路街道武装
部，实地察看了资料室、民兵之家等
街道武装部规范化建设情况，并听
取相关工作开展情况介绍。在区人
武部机关，胡世军实地察看了体能
训练中心、党建文化中心、作战指挥
中心等建设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胡世
军作讲话，薛侃汇报杨浦区的基本
情况和党管武装工作情况，李猛汇
报杨浦区人武部全面建设情况，孙
金邦主持会议。

胡世军在讲话中对杨浦区党管
武装工作和人武部全面建设情况给
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此次调研充
分感受到了杨浦“继古开今、锦绣繁
华”的盎然之气，“名校云集、以文化
人”的书香之气和“军民共建、鱼水
情深”的祥和之气。 （下转第4版）

■记者 毛信慧 赵旭华

不负春光战开局。2月16日，杨
浦区发布《聚焦“四大行动”深化集成
创新，持续推进杨浦一流营商环境建
设的实施方案》，推出包括开通营商
环境“区长热线”在内的160条改革举
措，助力营商环境“微创新”，促进企
业感受“大提升”。为配合区优化营
商环境6.0版方案，全市首个线上“办
不成事”反映窗口于16日在“随申办·
杨浦旗舰店”同步开通。

政府强化服务保障，企业发力忙
生产，杨浦区以“起跑即冲刺”的心
态，抢开局、抓先机，强信心、促发展，

开足马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企业遭遇资金“瓶颈”？
杨浦“办不成事”窗口解决大
小难题

“太感谢你们了，真的是解了我
们的燃眉之急。”上海同臣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在达成2000万元贷
款合作后激动说道。

据了解，上海同臣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多年来一直深耕“双碳”领域，在

“碳达峰”成为行业热点的当下，企业
发展却遇到资金瓶颈。大银行的融
资审核周期长，小的融资渠道又不能
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怎么办？

为渡难关，企业负责人找到杨浦
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不成事”反映窗口
紧急求助。窗口快速响应，通过“首席
服务员机制”，与投促办等相关部门积
极对接，最终为企业精准推送了“千家
百亿信用担保融资计划”，经过多轮沟
通，成功促成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与
该企业2000万元的贷款合作。

自2022年设立“办不成事”反映
窗口以来，杨浦区深挖造成企业办事
难的症结所在，提出改革措施，通过
一件事的解决，推动一类问题的解
决。上海电气智慧城市信息科技等
多家企业反映，办理住所登记时存在
提交纸质材料繁琐且容易出错等问

题，窗口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及时
反馈，最终由区市场局牵头，协同区
大数据中心等多个部门形成了“码上
注”解决方案，在全市率先探索“搭建
一平台、归集到一码、授权一帐号、一
次办结登记”的创新模式。

2022年末，一家外省企业来杨浦
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执照变更业务，
由于当地正在推行机构改革，导致执
照和公示系统上的信息不匹配，只有
提供当地行政审批局的相关职能划
转文件，才能完成执照变更。

在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后，窗口
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通过当地的政
府官网， （下转第4版）

2023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杨浦加快建设

“四高城区”、落实“十四五”各项目标
任务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区规划
资源局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按照区委十
一届六次全会提出的目标任务，主动
用好“规划”政策资源，积极挖掘“土
地”空间资源，助力杨浦高质量发展。

坚持高站位、高品质，为
杨浦发展谋划“新蓝图”

持续聚焦重点区域。杨浦以建
设新时代人民城市标杆为引领，依托

“一江一河”沿岸国际大都市核心功
能的战略定位，对标“世界级滨水
区”，构建“一岛两翼”整体空间格局，
着力推动杨浦滨江成为上海创新发
展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

区规划资源局将以更高站位、更
高品质的地区规划引领滨江中北段
地区发展，充分挖掘中北段的地域特
质，持续盘活存量、释放增量、提升质
量，积极寻求新的战略引爆点，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将滨江中北
段地区打造成为集聚科技创新、数字
经济、总部研发等功能的高能级科创
承载区和卓越全球城市创新格局的

战略支点，从而实现把科技创新“关
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
量”；通过与在地企业的紧密对接，将
企业转型意愿与地区规划相融合，增
强规划的实施性。

同时，以“重现风貌、重塑功能、
重赋价值”不断挖掘地区历史风貌的
特质和内涵价值，坚持以用促保，充
分考虑历史风貌要素，使历史建筑的
保护更新和活化利用与地区发展、与
新产业、新功能、新动能交相辉映、竞
相迸发；充分发挥上海理工大学的历
史资源禀赋及位于滨江岸线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通过校园整体规划研

究，高质量推进上理工校园开放与滨
江公共空间贯通，促进地区有机更
新，实现共生共享。

着力保障民生改善。区规划资源
局在规划编制中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保障民生改善，增进民生福祉。

推进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规划。
坚持均衡化、便捷化、（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