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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制度优势
凝聚奋斗伟力

一边品美食
一边游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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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继成

大桥飞架、隧道穿越、地铁飞驰，浦江

两岸往来成坦途。

其秦线的摆渡船上，四五十个乘客，加

上四五十辆电瓶车，只占了轮渡底层一半

还不到的面积，当年百万人次乘轮渡过江

的场景只留在了记忆中。

“虽然现在每天过江的可能远不止百

万人次，但现在每班轮渡上的乘客基本上

就是这些。”原上海市轮渡有限公司南外滩

营运分公司指导船长李建华说，“道理很简

单，现在有了很多的大桥、隧道、地铁，轮渡

自然也就不再是过江交通的主力了。但这

也恰恰说明，社会进步了，浦东的发展越来

越好了。”

第一次做成了
一个五层的“奶油蛋糕”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浦东的改革开放让

跨越浦江的交通设施建设驶入了快车道，不

仅建成了黄浦江上的首座斜拉桥——南浦

大桥，还建设了上海市第一座5层互通式立

交桥——罗山路立交。

罗山路立交是杨浦大桥过江交通的咽

喉，立交南北长940米，东西长1336米。立

交往金桥方向的匝道是最高一层——第五

层，往杨高路方向是第四层，第三层为内环

线浦东段杨高路车道，第二层地面为杨高路

车道，第一层地下通道为行人和非机动车道。

隧道股份上海路桥（前身为上海城建

第一市政）承担了罗山路立交项目的工程

建设。隧道股份上海路桥总承包一部副总

经理王炎明，时任上海城建第一市政浦东

公司质检科科长。他介绍，1992年 9月 10
日，罗山路立交桥打下第一根桩，建设的初

衷就是为了连接杨浦大桥，并确立了与杨

浦大桥同步建成通车的目标。历经 386
天，立交桥于1993年9月28日提前优质建

成，打破上海开埠以来互通式城市道路立

交桥“零的纪录”，同时对杨浦大桥越江后

的交通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如今的罗山路立交周边，昔日的农田已

被高楼大厦所替代。王炎明谈到当年，眼睛

里还是闪烁着光芒：“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当时道路交通还是平交，学校里面学的就是

要造立交来改变城市交通和城市面貌。我

自己也一直有造立交的梦想，当时俗称做

‘奶油蛋糕’，实际上从罗山路第一座立交开

始，也是在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一层一层，

终于做成了一个五层的‘奶油蛋糕’。”

现在的很多质检制度，就是由当年建

设罗山路立交时推广出来的。“当时我们的

管控制度‘五令制度’沿用至今，档案验收

也可谓是当时最正规的验收。也就是从这

里开始整个市政行业逐步走上规范。”王炎

明说，从那时开始，随着一个个项目的落

成，助力浦东发展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

大变样”。

19条越江通道
8条过江轨道交通

南浦大桥、杨浦大桥、罗山路立交的建

设，只是拉开了浦东越江交通建设的序幕，

因为此后的 20多年来，更多的隧道、地铁

线路纷纷连接起浦江两岸，也彻底扭转了

曾经流行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

间房”的说法。

1989年，延安东路隧道（北线）正式通

车之后，1996 年又建成了延安东路隧道

（南线），形成了双向4车道的规模，极大缓

解了市中心交通过江难，地下通道中的滚

滚车流为浦东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如今，为浦东浦西之间机动车提供越

江服务的通道已达 19处之多，包括杨浦、

南浦、卢浦和徐浦四座大桥，郊环隧道、外

环隧道、长江路隧道、翔殷路隧道、周家嘴

路隧道、军工路隧道、大连路隧道、新建路、

延安东路隧道、人民路、复兴东路隧道、西

藏南路、打浦路、龙耀路隧道、上中路隧道

15条隧道。而从上世纪 90年代正式展开

的上海地铁建设，一路走来，同样见证了浦

东的发展变化。

浦东与上海地铁的缘分，可以追溯到

1956年 8月。当时上海根据中央的指示，

提出建造地下铁道。1960年 2月 23日，上

海市隧道工程局成立；5月，该局提出在浦

东塘桥作盾构推进试验。当年，一批地铁

建设的先驱者，在塘桥港务局第七装卸区

的七亩煤栈里，用装有千斤顶的直径4.2米
的地下掘进机械，进行深推进和浅推进两

种试验。没想到试验成功了，而后，在此基

础上，才有了在浦西大规模盾构重点试验

的布局。

随着浦东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建造

一条连通浦东和浦西的地铁线路也提上了

日程。1992年 12月 15日，中共上海市第

六次党代会报告，将地铁 2号线一期工程

列入当时的新一轮十大工程建设项目。

1995年12月28日，地铁2号线工程在浦东

杨高南路车站（今上海科技馆站）率先开

工，这条承载着几代人希望和寄托的轨道

交通线路建设，从此节节推进。

2000年 6月 11日，当人们在历数浦东

开放十年丰硕成果时，上海地铁 2号线这

条地下长龙，成为上海第一条穿越黄浦江，

沟通浦江两岸的轨道交通线路，对促进浦

东的改革开放和浦西浦东的联动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从 2000年以后近 20年的时

间里，又有 4、7、8、9、11、12、13号线等线路

相继建成投入使用，穿梭于浦江两岸的轨

道交通线路达到了8条。此外，还建成了3
条浦东的“专属线路”——6号线、16号线

和磁浮线。

今天上海地铁全路网 17条线路、415
站、705公里规模，在浦东新区就有11条线

路、119座车站、253公里里程。2019年 12
月底，浦东新区地铁车站日均进出站客流

近 280万人次。目前，还有轨道交通 10号

线二期、14号线、18号线 3条线路正在建

设，它们将作为新生力量，加入服务浦东改

革开放的轨交线路群。此外，还有机场联

络线、江浦路隧道、龙水南路隧道……这些

工程的建设将再次串联起浦江两岸，为浦

东新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最近，

张江镇召开了乡村人才公寓推介

会，邀请相关企业代表“组团”看

房。张江镇新丰村乡村人才公寓项

目 2018年底启动，目前已有两栋入

住。未来，张江还将建设四处乡村

人才公寓，成为张江科学城人才安

居服务的有益补充。

解白领难题
保农民权益

去年 5月，张江镇新丰村首栋

乡村人才公寓迎来了微创医疗的年

轻员工。这里不仅河道环绕、绿树

成荫，而且基本的设施配套一应俱

全，房租也有补贴。入住人才公寓

的杨刚介绍，每月除去补贴后，他只

需支付 950元租金，生活压力一下

子减轻了很多，而他之前租住的房

子每月需负担租金近2000元。

据了解，目前张江科学城内由

国资主导的人才公寓和市场形成的

租赁住房供给总量约 3.89万套，近

5年仍面临 5万套缺口。张江镇通

过调研发现一部分村民愿意出租闲

置的宅基地房屋，而企业也感到农

村的环境符合人才居住需求。政府

牵线，供需双方一拍即合。

乡村人才公寓建设方和村民签

订了规范完善的合同，针对租金怎

么增长、房屋如何加固、未来动拆迁

后的处置等问题，一一写入合同，充

分保障农民的权益。

针对每家不同的情况及诉求，

乡村人才公寓可以整栋出租，也可

以保持村民与人才共居的状态。第

二套人才公寓的房主老金夫妇如今

就住在公寓旁的一个 20多平方米

的套间内。

积极探索
市场化力量参与

昨日，记者在新丰村金家宅看

到，现场不少房屋都架起了脚手架，

道路也正在进行修整。

相关负责人介绍，新丰村金家

宅内将打造“人才村”，规划15栋人

才公寓。除了已入住的两栋“样板

房”外，8栋新楼将在7月完工。

在改建新楼的同时，今年还将

同步完成村内整体环境提升工程，

周边的生活配套也将更加完善，后

续还将引入餐饮企业。记者在规划

中看到，“人才村”内，将配套“家门

口”服务中心、运动场、森林步道、无

人超市、共享客厅、爱心菜地、博物

馆、文化坊等各类公共场所。此外，

新丰村金家宅周边还将建设近

1000亩开放型休闲林地，预计明年

完成。

除了新丰村金家宅，张江镇正

在着手打造另外三处不同形式的人

才公寓。环东中心村人才公寓今年

3月启动，以创建上海市乡村振兴

示范村为契机，年内在严家宅改造

10栋乡村人才公寓，目前两栋正在

装修中。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在顾

家宅打造人才安居、共享办公和文

创产业联动发展的“乡村科创人才

社区”。

此外，张江镇积极探索市场化

力量合作参与，2020年 3月底通过

镇搭建平台，引入上海建信住房服

务公司，通过租赁长元村张家宅农

民房屋，改造成乡村人才公寓，目前

项目正在设计中。

环境更优美 配套更完善

张江镇建设升级版乡村人才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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