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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安

静安区面积37.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5.77万，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
人文环境优雅、城区环境精致。近年来，静安围绕“国际静安、圆梦福地”的奋斗目标，
积极对接国际一流标准，在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功能、环境营造、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成效。

静安区聚焦“老、小、旧、远”回应民生关切

提前8个月完成旧里改造任务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第二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系列

市政府新闻发布会，静安区委书记于勇介绍了静安区近年来经济发

展、改革创新、城市治理、公共服务、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有关情况。静

安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王华，静安区商务委主任林晓珏，静安区科委

主任周隽，静安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光荣，静安区民政局局

长贾先斌出席发布会，共同回答记者提问。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静安的综合经济实力始终
位于上海中心城区前列，发展质
量和效益处于较高水平。主要
有两方面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三
大经济特色鲜明。

静安作为中心城区，地域面
积狭小，资源相对稀缺，为此大
力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涉
外经济三大经济，提高经济能级
和密度。在总部经济方面，静安
已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85家，其中不乏欧莱雅、开云、辉
瑞、飞利浦等知名公司。在楼宇
经济方面，静安是上海第一幢亿
元楼的诞生地，去年亿元楼达75
幢，月亿楼9幢，其中单位楼宇年
税收产出最高的超过 38 亿元。
上半年，涉外经济实现税收总收
入184.08亿元，占全区税收总收
入的50.75%，外税规模和占比均
位居中心城区第一。

第二个特征是产业高端化
国际化优势明显。静安已经构
建了以商贸服务业、金融服务
业、专业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
信息服务业为主的国际化、高端

化现代服务业体系。特别是商
贸服务业、专业服务业特色优势
突出。在商贸服务业上，静安作
为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汇集国
内外品牌超过2000个，进入上海
的世界一线品牌绝大部分在静
安设有旗舰店或专卖店。

特别是南京西路商圈沿线，
世界三大知名奢侈品集团——
路威酩轩集团、历峰集团、开云
集团旗下品牌云集，商圈成为全
市高品质消费的风向标。全国
首个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集中退
付点落户恒隆广场。

今年“五一”期间，南京西路
商圈成为全市客流最高的商圈
之一。同时，区域内吴江路休闲
街—丰盛里区域、陕西北路老字
号专业街被评为上海特色商业
街区。静安寺商圈被纳入上海
市第一批地标性夜生活集聚区，

“安义夜巷”广受好评。今年4月
起静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
中心城区率先实现正增长，上半
年累计 559.67 亿元，同比增长
11.3%，增幅中心城区第一。

于勇介绍说，上海提出要强
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
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
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为此，静安
主动服务全市大局，推动改革与
创新两轮驱动，不断提升城区的
核心竞争力、投资吸引力、辐射
影响力、功能承载力。

在深化改革方面，重点就是
依托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
全力推进全球服务商计划。静安
是上海唯一的国家服务业综合改
革试点区，近年来在贸易便利化、
服务业体制机制突破等方面取得
一系列成效，在去年国家发展改
革委对全国19个市（区）开展的
工作评估中，静安排名第一。

在此基础上，静安在全市首
创提出全球服务商计划，进一步
对接上海强化“四大功能”，特别
是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和高端产
业引领功能，市区联动全力打造
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和影响力
的高端服务业集群。目前该计
划已被明确列入了市推动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意见。静安

将重点打造9大服务平台，建设
15大产业空间，打响4大活动品
牌，吸引高能级的全球服务机构
入驻。

在科技创新方面，重点是聚
焦市北高新园区，大力推进以大
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新
产业。市北高新园区作为静安
对接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前沿阵地，
园区综合发展指数、单位土地利
润、单位土地税收产出强度在全
市开发区中名列前茅。

目前，园区内已形成了大数
据云计算等特色产业为主的产
业集群，并拥有上海数据交易中
心、全国首个大数据试验场联
盟、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等功能平
台。上个月，静安与上海科学
院、华为等共同打造的区块链生
态谷也正式揭牌。

目前，园区已列入《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全市科创规划版图，正努力建设
成为中国大数据产业之都和中
国创新型产业社区。

据了解，静安区正在着力打
造城市精细化管理示范区，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静安生活得更方
便、更舒心、更美好。

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重点
推进两个方面。一是以“一网通
办”为关键抓手，带动政务服务
改进。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
全力深化“一网通办”静安频道
建设，提升在线办理率和全程网

办率，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向行政
服务中心集中，加大环节精简和
业务流程再造。去年在全市“一
网通办”评估中，静安在16个区
级政府中名列第一。

二是以“一网统管”为关键
抓手，以绣花般功夫推进城区
精细化管理。依托静安的大数
据云计算产业优势，探索城区
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

2018 年，就开展了国家发展改
革委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
——大数据与城市精细化管理
（静安）项目建设。去年静安承
接了市城市综合管理信息化平
台区级平台唯一试点建设任
务，今年还将建成城市运行“一
网统管”2.0 指挥平台，努力实
现“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
的目标。

在生活公共服务上，静安始
终聚焦“老、小、旧、远”等民生关
切，力争做到老有颐养、幼有善
育、住有宜居，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
力做到老有颐养。截至去年年
底，静安共有 60 岁及以上人口
35.71万人，占比为39.1%，老龄
化程度在全市处于较高水平。

在推进机构养老的同时，静
安还积极优化居家养老服务体
系。推出了“乐龄家园”居家养老
服务品牌十大行动计划，涵盖了

“乐龄友厨”社区助餐、“乐龄居家
宝”健康保障、“乐龄有伴”独居关
爱、“乐龄手帮手”家庭照顾等项
目，让老年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

到更为贴心的关怀和爱护。
积极推进幼有善育。静安

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全区共有
中学52所，其中普通中学50所，
职业高中2所；小学44所；幼儿
园91所。特别是托幼工作事关

“最柔软的群体”、事关千家万
户、事关城市未来。为此，近年
来静安全力做好3岁以下幼儿托
育服务、3至6岁学前教育、小学
生下午3点半后校内课后看护服
务等工作。加大普惠性托育点
建设力度，年内率先实现14个街
镇全覆盖。

着力实现住有宜居。坚持
旧区改造、无卫设施改造、成套
改造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目前

已经提前8个月全面完成“十三
五”成片二级以下旧里32.64万
平方米的改造目标，并在此基础
上，有序推进剩余的零星旧改地
块改造。同时累计完成5200多
只“手拎马桶”改造，基本解决居
民“如厕难”问题。

此外，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
情对静安区就业带来较大影响。
为此，静安加大了就业帮扶力度，
上半年，全区新增就业岗位22833
个，帮扶引领创业426人，帮助长
期失业青年就业504人。特别是
依托区域内人力资源企业集聚优
势，静安区成立了人力资源机构
助力大学生就业联盟，重点帮扶
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

静安在文化发展上有着得天
独厚的资源禀赋，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江南文化交相辉映。

一是文化资源丰富。静安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核心
区域，中共二大会址、上海毛泽
东旧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
址等重要红色遗迹也都坐落于
静安。区内目前共有159处优秀

历史建筑、3个历史文化风貌保
护区。同时，还有14个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33个艺术表演场馆、
14个电影院。

二是文化品牌活动云集。
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浓情静
安·爵士春天”音乐节、静安国际
雕塑双年展等活动，已经成为全
市知名文化品牌。同时，静安还

深入打造“博物馆城区联合体”，
构建多类型、多领域、多层次的博
物馆体系，努力为“上海文化”品
牌提供优秀的“静安样本”。特别
是静安区注重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深入实施“美在静安”
公共文化圈提升专项行动，开展

“十百千万”文化配送工程，形成
区级公共文化配送供给菜单。

经济密度质量效益保持前列

改革创新服务功能优势凸显

城区品质治理水平精致精细

群众生活公共服务舒心便捷

城区人文文化品位多元典雅

家住静安区新汉兴居民区宝昌路731弄的李才英在介绍自家改造完成的卫生间。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