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品上海路名
的文化记忆

可能很多上海人还不知道，上海的路名，不仅充满
有趣的历史故事,而且它的取法，领全国之先，为中国
现代化城市道路提供了模板，开创了“第一”。

上海路名最著名的开创性有二，至今都被人津津
乐道。

其一，中国传统城市的道路，最大、最繁荣的一般
称为“街”，赫赫有名的如长安街；小一点的称为“巷”，
上海有的也叫“弄”。成语“街头巷尾”、“大街小巷”就是
这么来的。“路”这个叫法比较晚，是近代从上海普及开
来的。如今已经成为注册道路时的通名。

其二，近代的上海外滩地区，首度统一规范路名的
取法，规定东西向的道路取中国城市名，如九江路、汉
口路、福州路等；南北向的道路取中国省名，如河南路、
江西路、山东路等。当然偶尔也有例外，比如广东路是
东西向的，据考，那是因为在近代以前，那一片只开放
广州一口，早期英文Can－ton更多是指广州。此路的
原英文名CantonRoad，本意就是“广州路”，是汉名把
CantonRoad误译为“广东路”了。

这种拿全国版图取路名的方法，方便、亲切、好记，
还带着爱国精神，后来被各大城市所模仿。这个传统上
海也承续至今。

所以路，不只是路。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邢建榕
说：“一座城市的现代化从市政开始，市政的现代化从
道路开始。上海道路的背后，是城市一个多世纪以来现
代化历程的浓缩。”

邢建榕是这样解释的：老城厢的道路自然形成，路
名约定俗成，并不讲究。常有重名、谐音，并不奇怪。比
如门口有一座牌楼，就叫“牌楼街”。上海开埠以后，外
滩地区广修道路，工部局规定路的尺寸、宽度与周边建
筑物的关系，规划细致到人行道至少3米宽、建筑物高
度不能超过路宽的1.5倍、道路开发占总面积23%为
宜，要求立路牌、漆上名称等等。路边渐渐亮起了煤气
灯，进而改成电灯。路面从土路、弹硌路，渐渐变成了柏
油路、水泥路……于是就有了一座现代化城市的雏形。
外滩区域的路政规划，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城市最早的
模板之一，被纷纷效仿。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路”串联了上海的城市文化
历史，串联了上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形态和烙印。

邢建榕提到，早期外滩道路的命名同样没有规律。
怎么取名成了一件头疼的事情。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
陀灵机一动，提议以中国省市或河流名取代旧名。为方
便外国人和中国人记忆，所有道路一律称为路
（Road）。这个方案从现在来看，无疑非常聪明。

有了路，有了路灯，开通电车，人气渐旺，渐渐也有
了商业的繁荣。

比如说，“为什么四大百货公司会共同选择南京路
呢？”邢建榕说，这当然不是偶然。南京路作为主要干
道，原本铺设的是碎花岗石路面，比起其他传统的土砖
路、海滩圆卵石路面，质量已经大为提高。紧接着，道路
的交通配套设施也跟了上来，外滩至河南路的南京路
段竖立起煤气灯，马车交通量大为增加。工部局还买来
树苗，种植在路边，“行道树”由此成为道路设施的一部
分。

有一个小故事，彼时的黄包车夫不懂，非常害怕路
下埋的煤气管道，以为是火烫的，尽量不走在管道的路
面上。这样的道路面貌，对当时的人来说非常新奇。

1906年，南京路甚至出现了一段铁藜木路段，从外
滩至江西路。这些澳大利亚进口的木块铺设简单，维修
方便，而且还非常耐磨。此后，道路照明转为稳定的白
炽灯，晚间车辆也能行驶。于是当时间走到20世纪初，
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现代城市、一个适合工业时代的
交通网络，从外滩铺开，慢慢形成。

不过，也未必都是好事。
“你有没有发现，上海的道路东西向多畅通，南北

向多阻碍？”邢建榕说，虽然租界带来了先进的路名管
理、规范的道路规划，然而也带来一系列负面效果，这
种路网格局的负面作用至今还影响着上海。

比如，由于不同租界道路不通，上海的路网格局被
几个区域分割得支离破碎。最夸张的是，一辆电车，如
果横跨几界，每界都需要换买票员收费。

辛亥革命后，上海老城厢的城墙被拆除，然而这于
事无补。老城厢小巷多，路不够宽，电车、轿车几乎开不
进去，只能到此为止。11路公交只能绕城墙转一周，城
墙虽然没了，那条路线还在，“小东门”“小南门”这些路
名还在，至今保留着上海城墙的历史记忆。

同样，租界自己要扩展，南北方向已经被别人“圈”
了怎么办呢？只好从外滩往西造主干道路，不断由东向
西延伸。

解放后，重新梳理上海路面下的管道成为一件头
疼的事情。管道密密麻麻，公共租界排了一套、法租界
排了一套，彼此还不通，又浪费地下空间。

面对支离破碎的路网，通行实在不便，上世纪中，
“中山环路”出现了，它把租界围成了一个圈，南北方向
至少可以绕圈通行。当时就规定，中山环路附近的建筑
物必须退后10米，预留空间，这才有了今天相对宽阔
的中山路。而内环高架直接就在此基础上形成。

可以说，上海的路网格局不是偶然，上海的路名不
是偶然，几度风云变幻、几代记忆交替，或许有的地理
面貌已经消失掩埋，有的名人故事已散落沧海。然而好
在路名还在，它们无言诉说着城市的故事，默默记录着
城市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这些道路、这些路名的背后，
是上海前世今生的推演、是这颗东方明珠现代化历程
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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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上海市统计局总经济师严军介
绍，初步核算，上半年上海全市生产总值
为10952.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去年同期增长7.1%，增幅同比回落0.6
个百分点。

上海半年GDP增速虽然同比有所
放缓，但经济运行平稳，结构和质量进一
步优化，增速呈现出递增的上升势头。经
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同时，居民收
入、就业等民生领域稳定增长、形势良
好，物价上涨得到有效控制。

“上、下限”内企稳回升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

境，上海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上半
年全市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稳中有
升。

从上半年两个季度来看，一季度上
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7%，二季
度回升到7.2%。在一季度经济增速较低
的情况下，二季度以来上海贯彻落实国
家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各项
政策措施，投资、消费、出口各领域经济
运行情况均企稳回升、协调发展，经济发

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上半年上海市物价水平保持相对平

稳。1~6月上海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
2.6%，涨幅控制在年初确定的目标之内。
严军表示，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滑出“下
限”，物价涨幅没有超过“上限”，国民经
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结构：新引擎动力强劲
速度稳中求进的同时，上半年上海

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转型升
级成效显著。

上半年全市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是
7.8%，相比第二产业快了1.8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比重比去年
同期提高了1个百分点。金融业、信息传
输、软件业和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领先
增长的态势。

在制造业领域，今年以来上海战略
性新兴产业扭转了去年比较低迷的态
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造业部分总产
值同比增长7.7%，比全市工业快了3.3
个百分点。

在商业领域，新兴商业业态增长快
于传统业态，上半年上海市无店铺零售

业同比增长26.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重超过10%，网上商店零售额增
长超过30%，远超实体店铺零售增速。

在外贸领域，出口止跌回升的良好
势头下，出现了服务贸易增长快于货物
贸易的新趋势。上半年服务贸易的增速
在15%左右，比货物贸易的增速数据快6
个百分点左右，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
提高到约30%。严军表示，服务贸易增速
领先与上海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密切相
关，上半年外商投资、金融服务业等领域
快速增长也体现出自贸区改革试验的积
极效益。

民生：就业、收入稳定增长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市城乡居民

收入增幅提高，就业形势基本稳定。据抽
样调查，上半年上海市城市居民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24312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9.3%，增幅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农
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2680元，
增长 10.7%，增幅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
点。两个速度扣除价格因素以后，增幅同
比均提高了1.4个百分点。

上半年全市新增就业岗位34.56万

个，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
6.47万个。截至6月底，全市城镇登记失
业人数23.6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0.82
万人，比去年年底减少2.75万人。

楼市不存在限购“松绑”
分产业来看，其中，上海第一产业增

加值43.56亿元，增长3％；第二产业增
加值4041.07亿元，增长6％；第三产业
增加值6868.01亿元，增长7.8％。

在备受关注的房地产方面，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业增加值为
554.89亿元，增长1.2％，增速回落13.3
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1338.01亿
元，增长5.4％。

“房地产市场确实出现新情况和新变
化，应该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房地产行
业出现的这种内生性的调整，是有利于国
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总体而言，上海
房地产行业发展态势平稳。”严军表示。

针对近日有关上海楼市限购政策或
将“松绑”的传闻，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
人徐威回应称，上海一直以来严格执行
有关房地产政策，不存在所谓的限购“松
绑”。

沪上半年GDP增7.1%

增幅放缓自贸试验效益凸显

沪启动史上最强
拆违行动

半年拆了500多个足球场
近期，上海启动“最强”违法建筑整治

大行动，将拒不拆除违建列入“黑名单”，
剑指屡拆屡建的“老大难”。对违法建筑

“全力围剿”，能否让这一城市顽疾不再复
发？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半年拆了500多个足球场
草地变成观赏鱼塘；楼顶长出阁楼和

阳光房；高压电塔下建起群租房，大房东
二房东甚至三房东分片而治；优秀历史建
筑里暗藏棚户屋；两层别墅变四层，屋内
还要安电梯……这些都是上半年上海曾
遇到的违法建筑案例。

对于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破坏社会公
平的违法建筑，上海选择说“不”。今年起，
上海启动了被称为“史上最强”的拆违行
动，仅上半年，上海共拆除违法建筑402.7
万平方米。

为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上海市建管
委、规土局、城管执法局、房管局等九部门
共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
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拒不
拆除或逾期不拆的，强制拆除费用由违法
建设当事人承担，并加处罚款；当事人信
息将被列入黑名单，并纳入个人信用信息
系统。

以一个标准足球场约7140平方米计
算，上海半年相当于拆掉500多个足球场
的违法建筑。虽然力度极大，但拆违工作
的艰巨性远远超过想象。

“有的居民专门趁着节假日、夜晚等时
间突击搭建，前一天才砌起半堵墙，一觉醒
来，已经上了房顶。”一位基层监管人员表
示，法规规定“不得在夜间或法定节假日实
施行政强制执行”，就被不少人钻了空子。

拆违看起来是个体力活，其实更是个
技术活，一些基层拆违人员抱怨说，自己
经历的“奇葩”事不可谓不多：有时去执
法，居民就是不开门，只能望楼兴叹；有时
对方不配合，还拿着锅碗砸向执法人员，
有些甚至拿出刀，在执法人员面前玩起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
如何遏制城市“牛皮癣”复发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陆月星介绍，
整治重点主要为：一是城乡接合部，二是
涉及到公共安全的，无论是消防的，环境
污染的还是涉及到交通的，三是百姓反复
投诉的，都会成为重点整治的对象。

其实拆违人员最怕的，就是违法建筑
像“牛皮癣”一样，去而复返。上海市建设
管理委主任汤志平指出，上海就要下决心
做到在违法建筑整治上“不欠新账”，扼住
新增的势头，“老账”也要有步骤解决掉。

近日，上海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意见明确，违法人不仅要承担强制拆除的
费用，还将被处以最高10万元或工程造价
百分之十的罚款。拒不拆除或逾期不拆，
将被列入“黑名单”，并纳入个人信用信息
系统。

针对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问题，
意见还规定，如果拒绝拆除，或者是逾期
不拆的，房管部门将不予办理房地产权利
登记手续，房产买卖将可能会被冻结，在
申领居住证等方面也设立了门槛。

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工作联席会议
办公室副主任恽奇伟说，拆违工作是一项
社会系统工程，要采取多管齐下、多措并
举的综合治理，整合执法管理资源，消除
违建当事人躲避执法的侥幸心理，提高拆
违工作效能。

专家认为，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违法
建筑的不断出现，事实上也是转型阵痛的
一部分。汤志平介绍，高档小区将成为今
年上海拆违重点要“啃”的“硬骨头”，力争
做到新违法建筑“零增长”。

大图：一位大众出租
车司机在讲解如何使用
车载 WiFi。小图：这是车
内安装的车载WiFi天线
装置。

7月16日，2000辆贴
有WiFi标识的上海大众
出租车正式上路，乘客可
通过车载WiFi享受免费
上网服务，目前推出的
WiFi 服 务 平 台 支 持 安
卓、苹果等操作系统。据
悉，到今年10月，上海将
有近 9000 辆大众出租车
覆盖无线网络。

从明年1月1日起，上海中心城区
居民水费账单上将不再出现“市北”、

“市南”字样，而由统一的“上海城投水
务”代替；中心城区居民自来水报修热
线，包括水费缴纳、报修、抄表、投诉
等，也将不再分区办理。新的上海城投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昨天揭牌，合并
了原来的市北、市南等自来水公司。这
标志上海中心城区及部分集约化郊区
启动了水务一体化改革，从原水到供
水、从防汛排水再到污水污泥处理将
形成“一条龙”格局。

上海城投总公司总经理蒋耀向记
者表示，上海城投水务集团公司的成
立，标志着城投公司旗下的水务类企业
由原先的分专业、划区域管理，迈入了

集团化、市场化、专业化运作的新阶段，
将力争成为国内一流的城市水务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据水务集团总经理樊仁毅介绍，
随着城投水务集团的成立，城投总公
司系统内的水务类企业将进行纵向整
合重组。一方面，集团设置4个专业管
理中心，包括运营管理中心、采购管理
中心、建设管理中心、科技发展中心
（南方水中心）；下属5家全资子分公
司，包括城投原水公司、排水公司、城
投污水公司、筹备中的制水分公司、销
售分公司，以及一家合资公司浦东威
立雅公司。

与传统水务企业相比，新成立的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将按原水、制水、售

水、排水、污水5个专业对水务产业链
进行重组，打破原来南北分区域管理
的模式，实现业务专业化细分。此外，
为降低运营成本，该集团还整合设立
运营管理中心、采购管理中心等，通过
规模效应进一步控制成本，提高运行
效率。

据樊仁毅介绍，对上海中心城区
的市民来说，今后水费账单上“市北”、

“市南”字样将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
是统一的“上海城投水务”，这也使中
心城区自来水未来由一个抄表系统统
一计费，一个账单中心统一收费，一个
热线电话统一报修、投诉，一个抢修队
伍统一上门成为可能，“预计最快在明
年初就能实现统一收费。”

日前，由复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
验室推出的上海市2014上半年政务
微信发展报告出炉。报告显示，自2013
年初第一个政务微信号开通以来，目
前全国已开通政务微信6000个，上海
区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开通的政务微信
号总数已超过100个。政务微信已成
为政府发布信息、提供公共服务、开展
政民互动的重要渠道。

7月18日，上海市十大微信公众
账号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即日起开始
报名，最终将通过网友投票和专家评
审选出四类微信公众号的“十强”。

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最多
据统计，开通政务微信公众号较

多的地区有徐汇、嘉定、松江、闵行、静
安，浦东、杨浦、长宁等区县。在全部94
个政务微信订阅号样本中，区县级政
府部门开通的微信号共有72个，约占
76.6%；市级微信号共有22个，占总数
的23.4%。开通政务微信服务号的主要
是区县一级，占总体75%，市级层面开
通的政务微信服务号占25%。

不过，已开通的上海市政务微信在
部门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公安局、
旅游局、团委、税务局、气象局所开通的

微信公众号遥遥领先于其他部门，其中
尤其以公安部门开设最多，达到14个；
旅游、团委紧随其后，各开通了11个；
税务、气象局各开通了6个；工会、文广、
检察、科委也开通了3个，其余的部门开
通的微信公众号都在两个及以下。

不过在整体上，大多数政务微信
账号在界面和功能设计方面还具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

全流程在线办事尚未突破
政务微信为企业和公众提供办事

服务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优秀案例。“上
海公安出入境管理”公众号使用户可
通过微信预约办理出入境证件、查询
出入境证件办理进度等，其中预约办
理服务可精确到小时，并可享受专窗
受理，免去现场填表和排队的麻烦，有
效缩短办证时间。“长宁检察”公众号
在“在办案件申请”和“律师接待”栏目
中也开设了预约功能，还提供了诉讼
进程查询服务。此外，一些政务微信开
始为用户提供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
在“上海闵行”公众号上，用户可查询
离所在位置最近的5~20个公共自行
车，发送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可看
到上海闵行推送的附近公交线路。

复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
郑磊表示，虽然少数上海政务微信公
众号已开始通过人群分类、查询检索、
关键词回复等方式，为用户提供定制
化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但总体上政务
微信账号中能实现在线办事功能的仍
屈指可数，服务大多停留在查询和预
约层面，尚未深入到后台核心层面，也
未实现全流程办结，尤其在支付环节
尚未实现突破，政务微信重发布轻服
务的情况仍较为普遍。

微信公众号大赛启动
报告发布会当天，由复旦数字与

移动治理实验室等主办的上海十大微
信公众账号评选活动同时启动，10月
1日之前，上海地区政务及公共服务、
商业、大众媒体、社会自媒体等4种类
别的微信公众账号，包括服务号与订
阅号都可报名参评。

在此期间，网友可参与海选投票，
主办方将根据票数选出每个类别的

“100强”。之后将进行专家复选，评选
标准包括界面设计、关注量、内容质
量、服务性、互动性、创新性、技术稳定
性、后台运营管理等方面。最终将评选
出4个类别的十强公众账号。

上海政务微信号已超过100个
2014上半年政务微信发展报告重发布轻服务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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