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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预计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8%左右，投资形势总体良好。新年伊始，
上海稳定经济发展再出“组合拳”。1月18
日，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发布了
《2022年上海市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涉及五个方面24条政策措
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营造更好投资环境。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

上海全力落实重大项目年度投资目标，
提前安排全年上海市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按
月细化投资计划，建立健全“精准对接”服务
机制，简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管理；适度超前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加快推进一批事关城市
长远发展和安全保障的港区、航道、铁路、轨
交、水利、地下管线等工程。同时，积极布局
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为代表的“新
基建”项目。
“今年将积极推动五个新城建设，确保

‘好项目不缺土地，好产业不缺空间’。”市规
划资源局总工程师韦冬介绍，市规划资源局
支持市、区用地计划向五个新城的重点地区

和重大项目倾斜，加大对五个新城的土地供
应力度，优先保障新城范围内重点市政基础
设施等民生项目和重点产业项目用地需求。

激发社会投资动能

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和旧区改造，筹措建
设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单列保障性租赁住
房供地计划。“‘十四五’期间，计划新增建设
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47万套（间），累计建设
筹措60万套（间）以上，其中40万套（间）左右
形成供应。”到今年年底，上海计划建设筹措
保障性租赁住房24万套（间），完成“十四五”
目标总量的一半以上。
上海将全面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用好

1000亿元以上的“新基建”优惠利率信贷专项，
引导社会资本加大“新基建”投入。加快在未
来医院、智能工厂、智能交通领域布局实施一
批新型基础设施重大示范项目。
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能级。用好新时期上

海市集成电路产业、软件产业支持政策，实施
本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相关信贷专项优惠
政策。鼓励市场化融资担保机构为本市集成

电路装备材料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深入
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
加快推动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出台新一

轮可再生能源、充换电设施扶持政策，推动杭
州湾海域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加快各行业领
域“光伏+”综合开发利用。

打造城市发展新空间

■ 推进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引领区，加快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

台，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 集中开工建设

一批重大项目，持续推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扩建三期建设，启

动建设浦东综合交通枢纽。

■ 高标准建设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加快

打造国际数据港，布局一批核心载体和重点

项目 推进南汇支线（两港市域铁路）、临港水

厂原水管、泐马河及出海闸新建工程，建设中

芯国际临港基地、中国商飞总装基地、世界顶

尖科学家社区、滴水湖金融湾。

■ 高水平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加

大对示范区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建

设 推动建设市域铁路示范区线、“水乡客

厅”、元荡淀山湖岸线贯通工程，推进华为青

浦研发基地等一批标志性产业项目建设。

■ 高质量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高标准的国际化中央商务区，推进配套载体

建设 启动建设西交通广场平台、申长路申昆

路贯通工程、71路中运量延伸工程。

■ 高起点推进新城规划建设，市级建设

财力、市级土地出让金收入加大支持力度，促

进新城发展建设 加快推进新城一批重大基

础设施、社会民生、产业项目落地实施。

■ 打造“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水空间 持

续推进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贯通提

升，加快虹口北外滩、浦东前滩等滨江区域开

发，全力打造沿岸各具特质的公共活动新地

标，积极完善文旅配套服务设施。

■ 加快推进“南北转型”发展 出台南北

地区转型发展实施意见及支持政策，支持吴

淞创新城、南大智慧城、滨海地区开发建设，

支持金山区第二工业区深度调整，打造全市

“二转二”转型升级示范园区，提升区域能

级。 杨玉红

扩大有效投资 稳定经济发展

上海24条举措营造更好投资环境

1月 18日，上海“红
途”微信小程序上线，标志
着本市红色文化资源信息
应用平台的“三端一号”
（学习强国、随申办、微信
小程序、微信公众号）功能
矩阵搭建完成。
截至2021年12月底，

“红途”通过九大内容板
块，推出精品课程、寻访线
路、展览展示、红色视频等
学习资源3800余项，全景
呈现上海红色文化资源，
平台注册用户数超170万，
总点击量超2.6亿次。
“红途”创新建设“数

字全景场馆”专区，运用
“互联网+”活化红色资源
呈现形式，以年轻化、三维
化、场景化的线上数字展
馆，让更多人足不出户就
能获得沉浸式参观体验。
“红途”联合上海市大

数据中心，推进全市场馆
一站式预约平台建设，打
通“走红途·看红馆”的“最
后一公里”。“红途”预约
码+随申码“二码合一”，上
海“一网通办”红色应用再
添新场景。目前，上海已
有66家重点场馆开通在线
预约。截至去年12月底，
累计已有超过60万市民体
验了线上统一预约、线下
一码核验的全流程便捷服
务，绿码看红馆成为申城新时尚。
少年“红途”行活动发布了第一季10条

寻访线路。寒假里，中小学生可以与家长一
起打卡活动线路。参与者将打卡报告发送
给“红途”微信公众号，还有机会赢取专属好
礼。
今后，用户还可以在“红途”平台“光荣

之城”红色地图里，“一键获取”237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分中心信息，资源分布“一览
无遗”，就近参与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活
动。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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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幢老建筑，“修旧如旧”全部修缮完
成。记者从古猗园获悉，自2020年10月启动
近40年来规模最大的保护性修缮工程后，四
期修缮工程近期已提前完成。今年是古猗园
建园500周年，园方希望用焕发“新生”的古
建筑，讲述古猗园的沧桑历史。
保护性修缮工程采取“分类分级”方式，

根据23幢建筑的保护身份、破损情况，采用
不同干预措施，做到“最小化干预”。

23幢建筑中，有10幢位于明清历史核心
保护范围内，确保文物建筑的安全是首要任
务。工程中，对逸野堂、南厅、梅花厅等建筑
的屋面进行了整体翻修，增设防水层消除渗
水隐患；解决了浮筠阁不均匀沉降问题，确保
建筑不再向水面倾斜；重塑了白鹤亭、缺角
亭、绘月、不系舟、鸢飞鱼跃轩的非遗泥塑，展
现古典园林之美；优化了南厅、微音阁的空间
格局。其余13幢建筑，位于核心保护范围之
外。在与古典园林风貌协调的原则下，根据
每栋建筑现状，制定了针对性修缮方案。
比如鹤寿轩，是一座双亭合璧式楼阁，建

筑学家齐康院士曾参与设计。因其屋面破损
情况尚可，园方采取了“查漏补缺”策略，重点
修复屋角仙鹤泥塑，并根据老照片还原了寿
桃门洞，紧扣鹤寿轩之名。
修缮工程中，一些传统工艺匠人也被邀

请来。园内多处泥塑年久失修，园方邀请苏
州传统泥塑非遗传承人进行修复。泥塑传承
人以钢筋铁丝为骨架，采用传统的纸筋灰塑
形，待4-5天凝固后用白灰浆加墨汁调色。
随后，根据现状留存和风格特色，以植物和动
物为主题修复了100多个泥塑，包括白鹤亭
的白鹤，生动还原再现了当年的工艺。

广漆是一种由桐油和生漆熬制而成的传

统油漆材料，工序考究繁复，修复一根柱子有
12道工序。广漆刚涂完后颜色偏深，待1至2
个月后才会返出真正的颜色，目前，园内使用
广漆修复的建筑正在逐渐“变色”中。

为避免把建筑修得过新、过艳，建筑用色
十分考究。缺角亭宝顶和翘角拳头、不系舟
二层的花窗、浮筠阁的门洞踢脚等，都进行了
做旧处理，颜色古朴，修旧如旧。 金旻矣

传统工艺匠人出手，23幢老建筑修旧如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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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冠疫情防控压力巨大，上海防疫
人员全力奔跑，以精准防疫构筑坚强屏障。他
们的讲述，让人了解到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静安寺街道：紧急应对“中风险”

1月15日夜，是静安寺街道办公室主任
江泰平睡在办公室的第五天。从1月11日这
波疫情初起，为了“跑赢病毒”，他始终没有离
开过岗位，5天只睡了十多个小时。
“这次愚园路228号成为中风险地区，这

几天每天光接、打电话就不下数百个。”江泰
平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为了尽可能把时间省
下来放在流调上，他干脆住在了单位。
“白天正常上班，流调任务下达大多是半

夜，我和小伙伴们一个个电话打完，基本上都
快天亮了。”江泰平说，半夜打通电话不容易，
很多人接起电话都是蒙的，满脑子疑问，要把
事情一点点说清楚，然后帮他们回忆这些天
的活动轨迹，最后派转运车辆上门……同样
的流程，一晚上要重复二三十次

这样的工作节奏，几乎每一位社区干部
都经历过。

江苏路街道：精准排摸封锁

“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你们镇宁路某弄
某号有密接者，需要实施封控。现在马上排
摸人员信息，现场人员快速到位！”1月11日
15时，正在开会的江苏路街道万村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顾燕华接到街道打来的电话，马上
进入状态，按照预先的演练模式开展工作：兵
分两路，一组负责居民楼的封锁，另一组负责
人员信息的整理、排摸。“要做到精准、及时、
不遗漏，千万不能漏掉一个人。”顾燕华说。

15时45分左右，顾燕华与4位工作人员
到达现场，在居民楼门前拉起警戒线，限制楼
内居民出入。这栋老式公房中，居住着35户
居民，共计113人。接到指令后，他们挨家挨
户打电话确认居民是否在家，若是遇到居民
外出，就做好登记、迅速召回。面对巨大的工
作量，工作人员们一刻不停。下午4时多，信
息整理工作全部完成。在民警的协助下，所
有在外的居民都被劝回了家。潘高峰 屠瑜

我的工作里，藏着你不知道的故事！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1年上海总演出场次达到24681场，恢
复到疫情前水平。上海市演协去年底对上海
45家专业剧院70个剧场以及50家演艺新空
间进行了统计，去年24681场中，剧场演出
8894场，演艺新空间演出15787场。

专业剧场的总场次基本与2019年持平，
整体演出数据较2020年有强势复苏。剧场收
入中，话剧市场表现最佳，场次达2145场，票
房达2.09亿元，观众达99.8万，占据演艺市
场观众整体的24.1%。

上海多家专业剧场积极探索“演艺+”，
以跨界方式融合其他业态发展。赵玥

专业类剧场复苏
演艺新空间发力

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2021年12月
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上
海一二手房价均出现小幅上涨。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一降一升。12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降
0.1%，其中，上海上涨0.4%；一线城市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0.2%转为上涨

0.1%。其中，上海环比上涨0.4%。
年底新楼盘集中入市，2021年12月，上

海新房成交91.3万平方米，环比增加38.8%。
成交数据显示，一些改善型房源受到购房者
的欢迎，带来楼市“翘尾”收官现象。数据显
示，上海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4%。从同比角度来看，全年上涨不到5%，表
明上海楼市调控效果明显。

在二手房市场，2021年12月，上海成交
1.8万套，接近月均2万套水平，表明市场延续
合理回归态势。二手房成交延续反弹和信贷
环境边际改善有关，审批时间、放款周期较去
年第三季度大幅缩短，有助于交易节奏提升，
反映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指数上，二手房指
数环比上涨0.4%，属于合理波动范畴。内人士
分析道，今年，上海楼市政策仍将坚持“房住
不炒”调控组合拳，但信贷环境有望继续边际
放松，在刚需购房及改善型购房需求的支撑
下，申城楼市量价企稳。 杨玉红

上海楼市去年“翘尾”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