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黄浦，“新”在哪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很多变化正悄悄发生，很多惊喜你
已经见证。且看本报记者从金融“新动态”、旧改
“新探索”、出行“新习惯”、文化“新时尚”、创业“新
拓展”、生活“新动力”6个方面的解读。

新黄浦“新”在哪里？本报记者为你数一数———

“阳光征收”创诸多第一
“七龙过境”添出行便捷

本报记者 姚丽萍 通讯员 黄萱

! ! ! !外滩，名副其实的寸土寸金。当“金
融牛”落户外滩，服务好金融业，与之相关
的土地拍卖制度就不能不尝试新制
度———为好地块找个“好人家”，不再是
“出价最高者”优先，去年 !!月，外滩 "#$

（北块）、"#%街坊地块在全市首次采用了
“先招后拍加三带”的出让方式。

"#$（北块）、"#%街坊地块位于十六
铺地区，是外滩金融集聚带规划建设的重
点项目。土地出让须“三带”，是指“带规划
设计方案、带功能使用要求、带基础设施条
件”，以此保障外滩金融集聚带金融功能和
形态规划在出让地块上“不走样”。同时，
投标人若取得土地，&'年内不得转让，并
要以出让人提供的规划设计方案为基础，
根据各相关部门的要求深化、完善，在获
得监管部门批准后再开发建设。竞标时，
先按综合条件由评标小组评分，得分“上
线”竞买人获得竞买资格，然后按“价高者
得”的原则通过现场竞价确定中标人。

去年 !!月 ()日，经现场竞价，中国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
滨江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联合体以总价
(+,+亿元被定为中标候选人，地块最终成
交楼面单价为 )%"'#元*平方米。)天公示
期满后，该联合体被确定为中标人。这样
的土地拍卖方式能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
的投机行为，引导投标人理性竞价，保障
实现土地规划功能。
今年，黄浦区将大力推进以外滩金融

集聚带为核心的重点功能区建设，坚持把
南外滩地区综合改造作为黄浦未来发展
的最大亮点和后劲所在，细化完善滨江岸
线贯通方案，高起点推进南外滩滨水区综
合改造，启动中山南路地下通道和 "#-

（北块）、"#%地块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复
兴地块土地储备和规划方案优化设计，全
力推进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0/外
滩、金外滩国际广场等重点项目建设，精
心打造金融服务业新高地。

金融“新动态”
给好地块找“好人家”

! ! ! !去年 &&月 "日，沪上地域规模最大、
户籍人口最多、居住密度最高的房屋征收
项目———黄浦区露香园路旧改地块，在完
成两轮征询，征收协议生效之后，露香园
路首批 ('户居民在“阳光下”搬家。这个
与诸多“第一”相关的征收地块，尝试了资
金筹措、监督保障的新方式。

露香园路地块共有户籍居民 "'"%

户，依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实施细则》，经过征收意向和征收方案的
两轮征询，-'")户居民日前签约，征收协
议生效，黄浦区提前完成当年旧改任务。
“能有这样的速度，除了 #-''多套安

置房源及时到位外，关键在于资金保
障。”黄浦区旧区改造第一指挥部总指挥
郑松英说，露香园地块旧改涉及 "'''多
户居民，安置补偿所需资金数量巨大，除区
政府和市城投总公司积极筹集财政资金之
外，还通过金融机构融资，在第二轮征询开
始之前，所有安置资金都已足额到位。

通过融资筹集安置资金，在征收条例
实施后，这在本市还是第一次。露香园路
旧改作为土地储备，三分之一的旧改资金
来自财政，土地预登记后抵押给银行，其
余资金即可通过融资实现。

同时，多渠道强化监督保障，才能提
升“阳光征收”的公信力。露香园路的征收
过程，不仅引入律师为居民提供法律援助，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人士和居民
代表参与监督，还借助信息化管理，将所有
居民资料和安置补偿结果录入信息系统并
完全锁定，全部征收补偿协议均由系统自
动生成，所有信息都通过系统公开。
今年，黄浦区将聚焦对重点功能区建

设有重要意义、群众改造意愿强烈的旧改
项目，适时启动董家渡 &1号地块等 %个
项目房屋征收；推进结转旧改项目居民签
约，确保露香园路等地块年内收尾和基本
收尾；启动同福里街坊征收改造，积极探
索改善风貌保护区内居民居住条件。

旧改“新探索”
“阳光征收”试水融资

! ! ! !目前，共有 +条轨道交通线经过黄浦
区，“七龙过境”给人们出行带来怎样的便
利？作为上海的城市原点、交通枢纽中心，
黄浦区区内交通已呈现立体网络状，辐射
区内外。轨道交通正日益成为上海都市交
通的首选。如此出行新习惯，又让人们的
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

早上 +点半，市民朱亮新照例出门，
到达轨交一号线彭浦新村站候车。不出半
小时，车行至人民广场。稍后，他会转乘一
部公交车，在 1点半以前赶到位于外滩附
近的写字楼。

朱亮新所在的物流公司，原本为员工
提供了接送班车。看似一桩优待员工的福
利，可是却非每位员工都很领情。朱亮新便
是一个例外。早前乘班车上班，他早上 %点
左右就要起床，然后到楼下候着。“早上，南
北高架进市区方向，是最拥堵和让人无奈
的选择。挤在蜿蜒前行的车流中，真叫人恨
不得飞进公司。每天上班都是起个大早、赶

个晚集，真叫人欲哭无泪。”在他看来，班
车上所耗费的时间成本，远没有自己折腾
一点乘坐轨交来得划算。

像朱亮新一样，许多人乐意选择这一
出行方式，因为轨交成本低、速度快、时间
可掌控。“距离不是距离，时间才是距离”，
将彻底颠覆人们的“区位”概念，把地理距
离变成准确的时间距离。地铁的准时、高
效帮助人们摆脱拥堵，赢得了时间成本。

目前，轨道交通 &、(、-、1、#、&'、&)号
线都经过黄浦区境内。同时，作为上海的
城市原点、交通枢纽中心，黄浦区还拥有
十分便捷的立体交通网络———延安高架
路、南北高架路、内环高架路在此交汇相
连；还有南浦大桥、卢浦大桥，打浦路隧道
和隧道复线、延安东路、人民路、复兴东
路、西藏南路 "条隧道，金陵路、东门路、
复兴东路、陆家浜路、董家渡路 "条轮渡
线和轨道交通 (、-、1、#、&)号线连接黄浦
江两岸。

出行“新习惯”
轨交“校准”时间距离

! ! ! !国泰、大光明、和平影都，黄浦区内的电影院都很著名。时尚变得
快，人们去影院，能享受的可不止一场电影。
趁周末休息，家住人民路的吴远明打算去影院看电影。吴远明说

自己是个十足的电影迷，“基本每个月都要看上一场”。
“以前娱乐形式比较单一，进电影院看电影是件很高兴的事。”吴

远明上世纪 1'年代初参加工作后，便时常去电影院看电影。那时候
影片数量不多，但偶尔进影院看场电影，感觉很放松。《高山下的花
环》、《芙蓉镇》、《红高粱》这些日后成为经典的电影，当初他都看过。
其中，《芙蓉镇》还是和女朋友一起看的，等两人看《红高粱》时，已经
是夫妻了。

(''1年，因为听说大光明“新开发出了 "个小观众厅，设了 234

厅，更新了音响系统，还引进了 56立体数字放映机”，吴远明特意去
看了一场，以前大多看胶片电影，数字电影算是新生事物。
让吴远明印象深刻的数字电影，是《阿凡达》。“和平影都有了

3789厅，音响和视觉效果真的很震撼。”那一次，吴远明是陪上高中
的女儿一块看的。
这些年来，不仅电影放映设备和影院环境在变，吴远明也明显感

觉到了电影片源的日渐丰富，“基本每周都有六七部新电影上映，境
外大片也不断在内地上映。”
两年前，吴远明学会了网上购票，有的时候他也参加“团购”，“不

仅票价便宜，还送爆米花和可乐，连零食都不用买了”。
放假的时候，吴远明一家会“三口齐出动”，去影院看场电影，再

在另一个楼层吃顿饭，饭后逛逛商场，“如今影院配套设施齐全了，看
电影、就餐、购物都可以‘一站式’解决，便捷得很。”吴远明说，对很多
爱看电影的家庭来说，去电影院不只是看电影，还能触摸“新时尚”。

文化“新时尚”
影院“一站式”满足需求

! ! ! !家住黄浦区的杨田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如今他在离家不远的“1

号桥”工作。
对“1号桥”的前身，杨田不陌生———小时候上学天天路过，那

时这里是上海汽车制动器厂，读大学时这里开始改建，厂房变成了
工地。当“1号桥”在 :''$年建成后，杨田吃了一惊，“这里要做什
么？总体建筑都没有拆除，但整个外貌全变了，挺时尚，可又不像商
务楼或商场，挂了块牌子叫‘1号桥’———原来这里是创意产业集聚
区！这在当时实在是个新鲜事物。”巧的是，杨田大学毕业后进入一
家设计公司，公司入驻了“1号桥”。
“过了几年，‘1号桥’的名声越来越响。”杨田说。“1号桥”就像一

个社区，大家可以像邻居一样互相交流，一杯咖啡、一次聚餐都可能会
迸发出创作灵感，“这里的工作环境让你感觉很放松，休闲区域和工作
区域融合，经常举办时尚活动，整个就是我们创意产业的范儿。”
作为旧工业厂房改造的成功范例，“1号桥”建筑本身也已成为

黄浦新景观。经过精心的改造，原来老厂房中那些厚重的砖墙、纵横
的管道和斑驳的地面被保留了下来，整个园区充满了工业文明时代
的沧桑韵味，也流露出现代创意产业的气息。

黄浦区是上海最早发展创意产业、建立创意产业园、利用工业
厂房改建发展创意产业的城区之一。区里的上海市文化产业园区
“卓维 +''”吸引了逸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等以创意设计为主的企
业，江南智造园区则是“上海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曾
荣获“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区”称号的“田子坊”已经是上海极具影
响力的创意园区。广告、软件及计算机服务、时尚设计、出版等以创
新创意为特征的创意设计企业集聚在同一区域，逐渐在黄浦区形成
产业链，也成为黄浦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板块。

创业“新拓展”
创意产业“范儿”十足

! ! ! !“全民健身”，怎么发动？黄浦区体育
局局长黄建荣的答案是：“打民生牌、算
健康账”。体育在生活中原先是“奢侈
品”，如今已经演变成“必需品”。越来越
多的黄浦区居民自觉地加入体育锻炼。

:''1年，上海首家市民健身培训中
心在卢湾体育中心成立。居民在体育锻
炼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需要
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于是，区体育部门在
市民健身培训中心每年推出 :'多个健身
培训项目，并设立相应的课程，服务人群
超过 5万人。此外，区内楼宇密集、白领
众多，区体育部门就在楼宇中设立健康
驿站，将适合职业人群的健身项目送进
楼宇，利用午休一小时的黄金时间提供
健身指导，深受年轻白领的欢迎。

近年来，黄浦区体育设施日趋完善。
原黄浦区社会体育场地发展到 $+1个，场
地总面积 ::,1万平方米，人均使用体育场
地面积 ',5+平方米；已建成社区健身苑

（点）:$&个，社区公共运动场 $个，区域内
:1家游泳场所和 1';中小学体育场地向
社会开放。原卢湾区公共场地体育设施布
局得到不断优化，高档休闲健身场所、中高
档竞赛训练场所、综合性体育场馆、社区公
共运动场（健身苑点）设施布局趋于合理，
建成 -个社区公共运动场、&:%个社区健
身苑点，至“十一五”期末，全区人均拥有公
共体育场地面积达 &,'1#平方米。

:'&:年 &:月，原先的黄浦体育馆经
过 "年改造，区财政投资 &,5亿元，黄浦
区市民健身中心终于跟市民见面了。改造
之后，馆内看台部分被移除，整个场馆能
容纳十几个体育项目。黄浦区市民健身中
心的收费将坚持公益性，价格低于周边所
有经营性健身场所。保守估计，改建后的
黄浦区市民健身中心，每年能够吸引的健
身人群将达到 :'万人次。生命在于运动，
新黄浦欢迎更多热爱生活、热爱体育的朋
友加入活力四射的“全民健身”。

生活“新动力”
全民健身打!民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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