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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年代的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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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文苑

■耿勇 文

电视剧《繁花》热播后，黄河路热
了。虽然如今黄河路已不再是当年
的黄河路，可仍旧成为网红，许多人
去那里打卡，回忆往昔。

熙熙攘攘，晃晃悠悠，载着乘客，
也载着阿宝的 13 路电车，已无处可
打卡，因为它和上海许多路电车一
样，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在《繁花》的那些岁月里，13路电
车从提篮桥到曹家渡，我乘坐的次数
比较少。

当时，我居住在江湾五角场，它
是上海东北角，城乡结合部。当时，
从五角场去市区，也是居民口中常说
的“去上海”，最便捷的是乘公交车55
路，途经外滩。另外，还有9路电车，
沿翔殷路，途经复旦大学去虹口公
园。再有便是从黄兴路坐8路电车，
在长阳路换22路电车，途经提篮桥，
可去外滩。

往现在的江湾新城方向是不通
公交车的。因为，沿淞沪路往机场方
向，步行穿过不长的低矮破屋，短街
僻巷，眼前便呈现出田畴麦垄的场
景，风吹稻穂低，处处闻蛙声。

沪上电车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
记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公交
电车是有轨道的，我们从赵丹、周璇
和白杨演的电影中，看得很清楚。我
见到的沪上电车，与赵丹拍电影的时
间相隔半个多世纪，有轨电车已陆续
退出历史舞台，马路上跑的电车，几
乎都是无轨的。以后，人们的口中，
只有“电车”，而不再说啥“有轨”“无
轨”。

那些年，只知上海人住房窄小、
拥挤，其实外出乘公交车更挤，那是
一段尴尬和无奈的记忆。别看姑娘
们长发飘飘，着装时髦，走在闹市的
大街小巷，婀娜多姿，清香袭人，可一
旦步入公交车人挤人、人贴人滚滚人
流之中，便大失芳容。

彼时，电车的车型落后，没有空
调，车速不快，且摇晃，丁零当啷。电
车沿途马路上空总是不够清爽，布满

了纵横交叉的电缆线。8路、9路、13
路、20路、22路等都是铰接式巨龙电
车，车顶上有两支小辫，前后两节车
厢，三扇车门，两车厢连接处像放大
的手风琴。此处，有面对面的两排香
蕉座位，大转弯时，绞盘转动，座位也
转，从车上低头能看见马路地面，连
路面的石子块都看得清清楚楚。通
常有经验的“挤”车人，不坐此位，也
不在此处久立。终点站上车抢位时，
香蕉座位属于“鸡肋”，只有无位可坐
时，才选择它。

当时，我从江湾五角场，去《文汇
报》等新闻单位送稿件，只要看到四
平路上的 55 路公交车终点站，人多
拥挤，我便从 8 路电车终点站上车，
到长阳路转乘22路电车去外滩。

与其它的公交车相比，我对8路
电车更熟悉，也更有感情。那时，现
在的东方商厦、金岛大厦这块是一个
孤岛地段，上面有些破旧的白墙黑瓦
的平房，有居民居住，也开设有食品
店、小饭店和水果摊等。在它南端与
蓝天宾馆中间，有条不足百米的小
路，连接着黄兴路和四平路，8路电车
终点站便在这里。

当时，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学员11
队党支部，与电车8路党支部结对共
建，我作为院宣传处新闻干事，多次
去车站参加活动和采访。

车站很简陋，长长的低矮平房，
靠路边是一个黑黑的长长的走廊，走
廊的水泥台上摆满搪瓷杯、铝制饭盒
等，那是司机和售票员喝茶和吃饭用
的。夏天天热，在站台的门前，摆放
着一个可以收放的木制矮架，上面放
了一个大的白色搪瓷大桶，里面盛满
凉茶或绿豆汤。登车前，男司机手拿
搪瓷大茶杯，还有刚用自来水搓过的
湿毛巾，女司机或售票员手臂上戴着
绣花镂空的白色护袖。

车站里有一个会议室，一个长桌
和几个长条木椅，墙壁上挂着一些锦
旗，门口走廊的端头，桌上，放着一个
扩音器，调度员便在那里不停地喊
话，有许多时候，司机和售票员刚下
车，和同事没聊上几句，便又急匆匆
地登车。

因跟车采访，我熟悉了8路电车
行驶规律，乘车有了一些经验。在
终点站时，要留神司机的举动，车到
站后，司机戴上厚厚的油迹斑斑的
棉手套，从车尾解开绳索，用力将两
条“长辫子”拉离电缆线，老乘客就
知道，不用再往这辆车上挤，它停泊
靠岸了。

乘坐电车最让人郁闷和不甘的
事，就是好不容易，在拥挤的人流有
了一线生机，有个坐位，喘口气，倏
忽间，“扑哧”一声，车像泄了气的皮
球，没了动力，司机开门下车，把自
说自话脱离电缆线的“辫子”拉回
来，如“辫子”咬上电缆的瞬间闪着
电光，发出噼噼啪啪声，就有救。可
有时没反应，司机说车坏了，我们只
好下车，凭票换车，又得重新拥挤博
弈一番。

除了8路电车，我最熟悉的还有
20路电车。在南京路还没有步行街，
没有观光车那会，逛街逛累了，可乘
坐电车 20 路，不仅省力，且可观光。
入夜，南京路上的商店橱窗，流光溢
彩，造型各异，加上熙熙攘攘的人流，
便是一幅十里洋场的风景画。

电车在南京路上行驶，女售票员
手中拿着“慢”字小旗，伸到车窗外，
不停地拍打着车厢，让游客避车。为
行车安全，车开得挺慢，有许多次，我
与女友乘上电车 20 路，从南京东路
到南京西路来回往返，如同观光，欣
赏着大都市的繁华。

好像电车里总有浪漫的邂逅。
当年赵丹拍的电影里是这样，现在拍
的电视剧《繁花》，阿宝也是在电车里
找到真爱。

记得那时电车，少有座位，长长
的车厢里，靠车窗有纵向贯穿头尾的
扶杆，大家上车抢占的最佳位置便是
车窗前，尤其是情侣，他们总设法挤
到窗边，女友站窗前，男士在身后，左
右手抓扶杆，呵护女友，免招被挤。
南方雨季多，如天空飘着小雨，落在
街旁梧桐叶上，嗒嗒作响，车窗上小
雨滴弯曲流淌，雨雾朦胧之中，别有
一番风情。

现在，居民外出有自备小车，上
高架入隧道，可乘四通八达的地铁、
轻轨，还有磁悬浮列车，太便捷了。

《繁花》年代，电车上的拥挤和邂逅已
成为历史，无处打卡，存储在了一代
人的记忆里。

■潘铜娟 文

小院里的梅，深褐色的树干遒劲
有力，古意盎然。新抽出的枝条泛着
浅浅的绿意，鼓鼓的红色花苞紧贴枝
条，像被顽皮的小孩粘贴上去似的
——次第有序。

一些梅花已经盛放。玫红色的
花瓣层层叠叠，小巧精致。白嫩的花
丝头顶着淡黄的帽子，颤微微的，像
是一只只跳舞的小蝴蝶，让整个小院
浸润在一股清雅的冷香里。

这是爷爷亲手栽植的一株梅树，
比我的年龄还大。小时，每到梅花开
放的季节，爷爷还要和我讲中国传统
文化中关于梅花的故事。

三国时东吴陆凯曾写诗赠范晔：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
所有，聊赠一枝春。”此时的陆凯在率
兵南征的途中，看到寒梅盛开，想到
了在远方的好友。

王安石有诗云：“墙角数枝梅，凌
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
来。”此时的宋朝人爱梅已成了风
潮。有历史学家说，唐人喜爱牡丹，
因为雍容华贵，契合大唐盛世的恢宏
气象。而宋朝虽然经济繁荣，但因军
力不足，外交受挫，所以士大夫更多
关注内心世界。哪怕是霜雪严寒，哪
怕是孤身一人，也要像梅花一样开
放，送来“暗香”。

陆游比王安石更决绝。他说：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
花有了不朽的灵魂。即便是一株野
梅，无人欣赏，即便是零落成泥，这样
的香气冷幽不绝，散入天地，沁入心
骨，它的寂清，它的傲骨，让人敬仰。

“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
一生。”被称为晚清中兴名臣的彭玉
麟，品行高洁，满腹才华。最为人称
道的是他的“三不要”原则：不要钱，
不要官，不要命。他一生曾六次辞
官，仅有一次要官是在中法大战期
间。这位奇男子伟丈夫对梅花情有
独钟，一生写了数百首咏梅的诗词，
也画了数万幅梅花。他的“军中墨
梅”和郑板桥的“竹画”并称晚清画坛
双绝。

一代伟人毛主席也极爱梅花。
他的《卜算子·咏梅》大开大合：“已是
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梅的坚
贞、梅的气势直上云巅，无与伦比。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
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极度恶劣
的环境中，梅花不畏严寒，在悬崖峭
壁中独自开放，为人们带来春的消
息。当百花争艳时，它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深藏功与名。

岁月荏苒，爷爷栽种这株红梅
时，还是壮年。那时的他上有老、下
有小，生活困顿。也许是梅的精神鼓
舞了他，面对重重困难，他没有退缩。

如今，他已年届耄耋，依然精神
矍铄。每到春天，雷打不动，给红梅
施肥、驱虫。这株红梅仿佛也通了人
性，年年暗香萦绕，沁人心脾。“不经
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人生
如梅，愿我们像梅花一样在人海里修
行成长。

意犹未尽

人生如梅

■林希 文

德国没有元宵节，但他们也有一
个灯笼节。

德国的灯笼节是每年的11月11
日。在这天晚上，幼儿园的孩子在老
师和家长的带领下，提着灯笼在社区
里游行一圈。这些灯笼都是自制的，
各有创意。有一年灯笼节前，一位在
幼儿园工作的德国朋友请我做了一
盏灯笼。

在德国怎么做灯笼呢？
我好像有些束手无策，没有竹子

做灯笼架啊？不过我观察了一下其
他德国孩子的灯笼就恍然大悟了。

原来他们是这样做灯笼的：先拿
一个气球，把它吹起来。然后呢，就
在上面贴彩纸，一层又一层，贴到一
定厚度以后就等它干燥，最后再把那
个气球刺破，这样一个半圆形纸灯笼
就见雏形啦。

我如法炮制做好了一个半圆形
的灯笼。

想到中国元宵节的兔子灯，就找
来硬板纸，剪了两个长长的兔子耳
朵，贴在这个半圆形的灯笼上。然后
呢，又给这个灯笼画上了两只红红的
兔眼睛，一只小白兔灯笼就出现啦！

灯笼节后，我的德国朋友告诉
我：“你的那盏兔子灯，可太棒了！”

“是吗？是因为两只长长的兔耳
朵吗？可是和中国元宵节的兔子灯
比起来，实在是太简陋啦！”我心想，
你们还不知道咱中国元宵节的兔子
灯有多漂亮！

朋友说：“兔子灯的长耳朵固然
有趣，但你还不知道你那盏灯笼有什
么奇妙的地方吗？晚上蜡烛一点起
来，透出好多中国字，太有创意啦！”

哦，我这时候才想起来，当时在
气球外面贴纸的时候，为了达到一定
的厚度，我是贴了几层家里的旧中文
报纸的。没想到晚上蜡烛一点起来，
那些报纸上的汉字就全都透出来

了！在这德国灯笼节的夜晚，这盏兔
子灯笼以一种非常奇妙的中国风格，
变成了一盏引入注目的灯笼。

我笑着说：“在中国的元宵节，我
们的兔子灯比这要漂亮多了。什么
时候你们能看到中国的元宵灯会就
好了！”我竭力向她描述起上海的豫
园灯会，那里有五光十色的彩灯，还
有神话故事造型，美不胜收！

德国朋友听着，若有所思。
又过了一段时间，朋友指给我看

他们班的新创意，那是一条盘旋在教
室顶部的中国龙。我仔细一看，这条
中国龙居然是用超市包装鸡蛋的旧
纸盒子一个一个粘贴起来的。我不
知道这些“小洋娃娃”搜集了多少个
这样的鸡蛋纸盒，又是怎样凭想象动
手粘贴成了一条中国龙！

在大大称赞的同时，我又忍不住
向他们描绘起上海豫园灯会上的中
国龙：“在中国啊，这样的一条中国
龙还会发光！特别漂亮！”看着“小
洋娃娃”们瞪大的眼睛，我多希望中
国元宵的彩灯能走出国门，在海外
大放异彩。

2023年12月15号，上海巴黎双
城的豫园灯会预热亮灯，我当年的这
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为纪念中法建
交 60 周年，上海豫园灯会首次走出
国门，2024 年 1 月 31 日，60 架灯组、
2000 余盏花灯绽放巴黎风情园，成
为展示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平台。
恰逢今年是中国的龙年，我的海外的
朋友们，终于有机会能亲眼观赏我跟
他们描述过的豫园灯会了。

当年那些手提兔子灯、制作中国
龙的“小洋娃娃”已经长大了，他们中
间也许有人已经来到了中国，亲自到
上海豫园去体验了中国元宵节的盛
况，惊叹元宵灯节的热闹，赞叹中国
花灯的光彩夺目。2024年的豫园灯
会，中法同频，东西辉映，架起中法友
谊的桥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浪漫
展现给了世界。

旅游日记

在德国做兔子灯
Y A N G P U T I M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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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培训班开班

确保工作始终与大局大势同频共振
本报讯 2月29日下午，杨浦区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专题培训班开班式暨第六季第
11讲“大家微讲堂”举行。区委书记薛
侃主持会议并作开班动员，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程绣明、区政协主席邰荀、区委
副书记周嵘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会议邀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原副主任施芝鸿作专题培训班开班
第一课，围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解读。

薛侃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5周年，是全面完成“十四五”
规划各项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
杨浦抢抓机遇、争先进位的拼搏之
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把握总体定位、找准实践落
位，切实提升政治能力和专业服务能
力，以更强烈的自觉、更务实的举措、
更有力的行动，推动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在杨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要强化使命担当，自觉当好贯彻
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施工队
长”。全区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当好“施工队长”，
自觉肩负起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的使命任务，在提升政治能力和
专业服务能力上学在前、走在先，带头
树立创新思维，提升争先意识，培育攻
坚能力，强化担当精神，勇当冲锋陷阵
的生力军、攻坚克难的突击队，打造全
面过硬的“施工队伍”，为奋力书写“三

篇大文章”，推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在杨浦落地生根提供坚实保障。

要提升能力本领，努力成为推动
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提升政
治能力，把稳前行之舵。要坚持不懈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更好担负
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提升思
维能力，拿出破题之策。要从战略上
看问题、想问题，把握全局和局部、抓
主要矛盾和抓次要矛盾、立足当前和
着眼长远的关系，确保杨浦工作始终
与大局大势同频共振。提升实践能
力，勇挑实干之担。要发扬理论联系
实际的优良学风，在专业训练中夯实
实践能力，在调查研究中提升实践能
力，在群众工作中检验实践能力。

要突出方法效果，带头争当学习
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模
范表率。加强自学、借助外脑，带头把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案头卷，原
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
更好理解贯穿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之
中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
自觉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从总书
记重要讲话中汲取开拓前行的动力，
在引领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热潮上争当模范、作出表率。

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其他市管干部，各单位正处职领
导、处级轮训班学员、中青班学员、
科级任职班学员和选调生学员代表
参加。 ■记者 封辰霏

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新设杨浦片区
相关促进政策发布，“一区两园”协同发展打造“视听+”全产业链

切实让百姓感受到热线服务的温度
杨浦召开2024年“12345”热线工作推进会，强化服务意识问题导向

无界融合惠民生，光影璀璨展形象
区绿化市容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刃

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审议
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指引

本报讯 区委副书记、区长周
海鹰近日主持召开区政府第 73
次 常 务 会 议 ，邀 请 行 业 专 家 以

“数据要素×大模型，双轮驱动
杨浦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
作专题讲座。会议还请来了公
众代表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审
议，帮助政府出谋划策。区领导
尼冰、徐建华、王浩、吴雷、于洋、
祁克萍参加。

会议邀请优刻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季昕华作专题讲
座。季昕华从事互联网行业 20 多
年，创立的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国内数据开放领域最早的
探索者和开拓者，也是中国科创
板云计算第一股。他从数据要
素战略布局、数据要素市场发展
现状与实践、杨浦区数据要素发
展机遇、数据要素未来发展建议
等方面作了主题报告，详细讲解
了数据要素的特征和价值，多角
度分析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
和趋势，并结合杨浦实际点出了
当前面临的机遇，提出了出台支
持政策、建立产业联盟、打造示范
案例、加强合作交流、培养人才队
伍等建议。

周海鹰指出，要深入分析发展
趋势，以国家实施“数据要素×”三
年行动计划为契机，充分发挥数据
要素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科学
分析发展需求，巩固产业发展优
势。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培
养和引进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等
领域的专业人才，为数据要素市场
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
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确保各项惠企政策落实落
细，进一步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集聚，推动杨浦区数字经济发展迈
向新台阶。

会议还审议了《杨浦区关于推
动建立以数字经济为主导的创新型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指引》，并邀
请了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祝波善、上海复旦科技园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荆勇、美团公共事
务高级总监朱正等三位公众代表参
与审议。各位公众代表逐一发言，
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就《政策指引》
提出了专业意见。

周海鹰在听取公众代表意见
建议后指出，相关部门要充分吸
收大家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完善

《政策指引》。要强化政策协同，
把握当前产业发展趋势，紧扣企
业发展需求，抓紧制定完善 N 个
专项政策和 3 项保障措施，细化政
策颗粒度，提升精准性、落地率，
形成“总体有力、灵活有度、内部
协同、互为支撑”的政策矩阵。要
加强宣传解读，着眼于让企业“看
得懂”“找得到”“用得上”政策，从
企业视角出发，将各类政策梳理
形成简明易懂、朗朗上口的“导航
图”，运用各类媒体和宣传渠道，
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宣传解
读，推动惠企政策应知尽知、直达
快享。要优化企业服务，结合重
点企业“服务包”、首席服务员等
工作，针对企业实际需求，梳理实
用管用的政策“干货”，为企业提
供定制化、集成式的专项“服务
包”，用好数字赋能手段，主动送
政策上门，切实提升企业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封辰霏

本报讯 2月28日下午，我国首家
国家级网络视听产业园区——中国
（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新设杨浦
片区。杨浦片区南至国定东路，北至
杨浦北部边界，东至闸殷路—国和路
一线，西至逸仙路—国安路的区域，
总面积约 8.2 平方公里，商办载体规
划建筑面积458万平方米。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杨明品，上海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方

世忠，杨浦区委书记薛侃，杨浦区委
副书记、区长周海鹰，上海市文化和
旅游局副局长、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副
局长罗毅，杨浦区副区长李奇楠，上
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陈雨人等出席启动仪式。

2010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上
海市人民政府合作，挂牌成立中国（上
海）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成为全国首家网
络视听产业基地。近年来，杨浦区抢抓
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应用的重大机
遇，立足区域高校院所云集、创新创业

活跃的资源禀赋，大力推动以网络视听
为代表的在线文娱产业发展，目前已集
聚B站、抖音、叠纸、声网、无忧传媒等一
批行业领军企业，初步形成以“文化+科
技”为特色的网络视听产业发展优势。

为进一步优化上海网络视听产
业布局，加快形成新质创作力、生产
力、传播力，抢占视听产业链和价值
链高端节点，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世界
级视听产业集群，经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批准，中国（上海）网络视听产业基
地增设杨浦片区。

据悉，杨浦片区依托“文化+科技”
为特色的产业集群，集聚了4500家企
业，约70个不同产业功能、不同商业模
式的众创平台和孵化器，形成了“上下
楼就是上下游”的活跃生态。依托杨浦
的高校人才优势，片区内复旦、同济等
国内乃至亚太领先的艺术传媒类专业
院系，为区域网络视听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科研基础和强劲的人才储备。

正式启动后，杨浦片区将与现有
基地形成纵贯上海城区南北的“一区两
园”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下转第4版）

本报讯 2月28日上午，杨浦区召
开 2024 年“12345”热线工作推进会。
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上海市热
线办主任张爱芬出席并讲话。副区
长李奇楠主持。

周海鹰感谢市热线办长期以来对
杨浦的指导和帮助。他指出，杨浦作为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首提地，做好热线工
作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各部门、各街
道、各单位要认真对标市委、市政府的
工作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所期所盼，把热

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强烈的
责任心、使命感，全力提供群众满意、社
会认可的高品质热线服务。

周海鹰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服务
意识，端正工作态度。坚持换位思考、
将心比心，重视每一张工单，热情饱
满、积极稳妥地回应和处理好群众反
映的问题, 切实让老百姓感受到热线
服务的温度。要进一步强化机制建
设，提升办理质效。持续健全机制流
程、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同题共答，主

要负责同志要做到率先垂范，分管领
导要坚持每日过问，切实推动解决高
频多发的热线问题。要进一步强化问
题导向，推动源头治理。深入推进“两
网融合”，深度挖掘“数据富矿”，有效
发挥热线辅助决策作用，努力以

“12345”热线这个“小切口”撬动城区
治理的“大变革”。要进一步强化工作
保障，提升履职能力。紧抓能力建设，
注重数字赋能，加强关心关爱，把更多
资源力量向基层下沉、向一线倾斜，为

做好热线工作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张爱芬对杨浦区去年热线办理工

作取得成绩给予肯定，对广大热线干部
的辛勤付出表示诚挚的敬意。就做好
下一阶段工作，她指出，要进一步提升
政治站位，抓牢热线为民服务这一根
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人民城市的本质
属性，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市
民群众的良好口碑，架好党委政府与
市民群众的“连心桥”。 （下转第4版）

2024年，杨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
局将有序推进“一新一治一迭代”，拓
展绿化市容融合圈，为建设令人向往
的生态之城贡献力量。

“一新”，即综合区域整体焕新。
滨江区域践行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
建设，打造创新型生态文化公园中心

——大桥公园和“秀带广场”，内环高
架营造景观照明夜景观，公共中心区
域以一体推进的12条（段）美丽街区、
口袋公园、街头绿地建设，通廊道、串
节点，塑造高品质城区环境。

“一治”，即市容秩序短板治理。加大
薄弱区域协调督办，开展环境治理专项行

动，规范设摊经营活动，确保人流量密集区
域市容环境问题动态清零。收尾打击建筑
垃圾违法违规处置三年专项行动，以管理网
格形式完善建筑垃圾收运处全过程管理。

“一迭代”，即垃圾治理迭代升
级。力争完成600处居住区投放点微
改造或专项更新，累计建设不少于32

个精品示范居住区及36个惠民回收
服务点，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