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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犹如闸门拉开，江水奔涌而出。作为改革开放进程的缩影，桃浦人也经历了“先发展，后治

理”的道路———由于大兴化工业，桃浦的农田在 80年代中后期遭遇了大量的“三废污染”（废水、废
气和固体废弃物）。曾经，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臭气冒，桃浦到”。 这是桃浦快速发展带来
的“后遗症”，也是上海乃至全国都在经历的“必修课”。

要发展，不要污染，桃浦该何去何从？
1987年，在市政府财力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有限）承担桃浦地区重

污染的治理工作，积极响应配合桃浦镇全力投入工业区综合治理工作，迎接新的挑战。 1987年 8月
20日，桃浦工业区综合治理一期工程正式开工，一场大规模综合治理桃浦工业区的战斗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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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桃浦工业区综合治理一期工程开工典礼

为了摘掉污染帽子，90 年代初，桃浦开始了第一次转型，调整
产业结构，发展现代物流、包装印刷等产业。然而，转型发展，必将经
历阵痛，在转型过程中，一些带有工业污染的企业，不得不离开久居
的桃浦。 但留下的土地和空间，为桃浦发展留下了无限的可能。

“上海北芳国际物流公司就是当时尝到桃浦转型甜头的企业。
那时候， 公司固定客户中每天有往返于张家港和上海之间的运输
车辆，常常是满车到沪，空车回张家港。经过北芳物流的穿针引线，
这些车辆轻松赢得了巴斯夫公司每天运往张家港的 5 个集装箱货

物的标书，车辆实载率提高 45％以上。 由于桃浦工
业区的存在，其周边聚集了一大批物流企业，现代物流
业开展得如火如荼。 ”

———时任桃浦镇党委书记、镇长、人大主席 洪跃弟

到 2001 年，上海市政府在桃浦工业区周边的真建、槎浦村原
址上，规划成立了上海西北综合物流园区。 以桃浦地区为中心，未
来岛开发为标志，形成多式联运特色的现代物流园区，大大拓展了
经济发展的空间。

桃浦第一次转型：发展现代物流产业

撤乡建镇：农村变社区 农民变居民

1993年 7月 15日，在上海城区扩大政策的统一调整下，桃
浦乡从嘉定县（今嘉定区）划出，并入普陀区，撤乡建镇，这也是
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桃浦镇。 桃浦在现实意义上，进入了城镇化。

与此同时， 随着环境综合治理的逐步大力推进，1997
年，市政府宣布正式摘除桃浦工业区重污染地区的帽子。 桃
浦地区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深受污染其害的农民也搬入
环境良好的新村。据统计，共动迁农民 867 户，3395 人，建成
占地 80115 平方米的农民新住宅区。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成立仪式
�� 桃浦工业区总体规划

一期工程——————桃浦三村 桃浦六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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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8 月 10 日，“两湾一宅”
首期动拆迁拉开序幕，作为改革开放
以来“城市发展大事记”中的标杆性
事件之一， 蜗居了半个世纪的居民，
被陆续搬往动迁居民安置小区，这其
中也包含桃浦。 在此过程中，伴随着
许多喜怒哀乐，却也包含着希望。

“我也是从潭子湾动拆迁过来
的，当时是中山北路街道万民居委会
党总支书记、主任。 动拆迁后我又被
组织任命为莲花公寓书记，但刚一上
任就面对无数难题， 就连自己上班，
都被居民给‘轰了出去’。

最初听着莲花公寓的名字，我还
以为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区，但这小区
按现在来说，就是一个市里有名的烂
尾小区。由于开发商前期开发的先天
不足， 这里的房子当时没有水电煤、
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商业网点、也没
有公交车。 就像是一个孤岛，周边都
是农田。

居民生活也非常不方便， 例如：
液化气要到五公里外的桃浦液化气

站去换，所以居民都在生炉子；水用
的是深井水，电是临时拉的线，到了
晚上就断电， 一断电水就打不上来，
每天，都有两辆 119 的消防车专程往

小区送水。
诸多的生活不便导致居民对我

极其不信任，怎么办？ 当时我家拆迁
给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拿桃浦新村的
房子， 一个是损失很多面积的动迁
款。 当时我没有退路，也因莲花公寓
没有公交车，上班实在不方便，就毅
然决定把房子买在莲花公寓，和居民
们‘同甘共苦’。 当时居民以为我‘疯
掉了’，但也因此把我当成了一家人。

随后，我承诺每年完成一件实事
工程，组织居民一同解决。 比如有线
电视的问题。 1998 年，我写信给时任
上海市市长徐匡迪，请求市领导关心
莲花公寓，要知道当时动迁居民五年
看不到有线电视，都是拉天线的。 写
了以后居民一起签名，一封挂号信寄
了出去。 市领导收到以后非常关心，
包括普陀区和桃浦镇领导也积极努

力。 2001 年，莲花公寓的有线电视正
式开通了，困扰居民们多年的难题终
于得到了解决。

但不管怎么说，居民的生活还是
在稳步提高的。 对此，居民们都很有
获得感。有居民说，‘我们来的时候野
草比人还高，什么都没有。 梁书记来
了以后，大家团结在一起，居民们自
治共治小区建设，每年都有变化。 我

们不与别的小区比， 跟我们以前比，
一年比一年好。 ’”

———现任桃浦镇社区党委副书记

梁慧丽

梁慧丽看望居民

“我原来就与小区大多数居民一
起住在‘两湾一宅’棚户区，父辈有的
还都是一起从苏北逃难过来的，许多
人看着我长大。在中山北路仁义里居
委会任党支部副书记、主任时，那些
年龄大的，我称他们叔叔阿姨；年龄
接近的，我叫他们兄弟姐妹……在情
感上，我和他们贴得很近。

‘两湾一宅’动拆迁，我被分配到
紫藤苑小区， 由于小区建成较早，早
期建筑设计还是有所缺漏的。让我记

忆犹新的莫过于空调冷凝水排水的

问题。 由于家家户户购置了空调，但
建筑设计初期并没有空调滴水管这

一项目。设计上的缺失导致居民只能
将空调水管挂在外面。水滴溅落到雨
棚上，发出‘滴答’声，扰民不说还易
滋生蚊虫，居民苦不堪言。

建筑先天性的缺陷无法改变，但
政府也在调研民意后积极努力地改

善居民的居住生活。 2007 年 11 月，
桃浦镇政府采纳了房屋外立面安装

空调滴水管这一解决方案，出资 150
万元，对桃浦镇区域内的老旧公房进
行空调滴水管的改造安装，提高了居
民生活的舒适度。 ”

———现任桃浦镇社区党委副书记

杨兆顺

杨兆顺在楼道内做居民工作

桃浦第一次转型完成后，现代物
流业的发展欣欣向荣。但看到眼前的
转型成果，却无法让人完全满意。 随
着上海中心城区服务功能向高端化
发展，受到级差地租和商务成本不断
攀升等因素影响，桃浦工业区发展占
地较多的制造业明显不景气。与此同
时， 桃浦地区还有 30 多个大小停车
场， 每天有近 5000 辆货运车进出，
尘土飞扬，也与上海中心城区的功能
定位不相符。

除了工业化，是否还有一条适合
桃浦发展的道路可走？

又历经一个 10 年， 答案逐渐清
晰，那就是进一步向以都市产业为功
能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转型。

“当时桃浦的物流业还是较为低
端，造成了很多卫生、治安上的问题。
比如远成物流运的是大件货物，汇集

在一起仿佛像是大型的农贸市场、水
果批发市场，环境脏乱差问题成了治
理难题。 物流的属地不应该在桃浦，
桃浦的定位应该是中心城区里的一

个镇。记得我当时向到桃浦视察的中
央领导汇报时讲，我们这个镇是中心
城区里边和郊区乡镇接壤的地方，而
不是郊区靠近中心城区的地方。

如果说桃浦的第一次转型是为

了污染摘帽， 形成了一点城市的形
态，就是时常看到车水马龙的热闹景
象；那么第二次转型，就是要往更高

效的方向转型”。
———时任普陀区桃浦镇党委书记、镇

长、人大主席 洪跃弟

2004 年， 都市型工业发展取得
新突破，《桃浦工业区发展与环境整
治规划》获市政府批准，控详规划基
本完成，为改造改组老工业区，建设
现代都市型工业基地， 创造了新的
发展机遇和空间。 2008 年，桃浦工业
区进一步转型，逐渐形成以都市产业
为功能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集

聚区。
借力于区位交通优势， 桃浦形

成园区发展特色， 通过存量盘活与
增量发展的有机结合， 将重点集聚
于那些想通过上海走向国际市场的
长三角民营企业机构， 成为民营企
业进入上海、连通国际的平台，让桃
浦成为上海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战略的关键节点和经济枢纽之
一。 李子园大厦、盛源科技园、中鑫
企业广场、康建广场，就是转型生产
性服务业的地标。

桃浦第二次转型：发展都市型产业

“两湾一宅”动拆迁 伴随第一次转型，桃浦也迎来了一批“动拆迁”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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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腾笼换鸟
产业转型“阵痛” 桃浦加速城镇化 记者 王家欣 整理报道

【新杨村】

“新杨村（曾用名：新华村）位于桃浦镇最
北部，四十年前，新杨村可谓是一穷二白，没有
像样的村庄、房屋、企业。村民每天从早到晚进
行田间劳作，将种得的蔬菜粮食作物供应市区
菜场。 1987 年，新杨村家庭全年可分配收入只
有 780 元。 ‘务农不稳，务工不富、务商不活’，
就是当年新杨村村民的生活写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农村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新杨村实
行了土地承包制，农民们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耕劳作转向城镇化生活。 2004 年，新杨村启
动老宅改造工程，村民们从矮平房里搬进了大
楼房。 ”

———新杨工业园区党委书记 王

【李子园村】

“解放前的李子园因贫穷而被戏称为“赤
脚李子园”。 穷则思变。 向往美好生活，就是李
子园的初心。曾经的 10个生产队、518户人家、
1400 多人口、780 多个劳动力， 已经被 5 个居
民小区、750户业主、2100多户居民所取代。 那
些大小不等、错落不齐的民房，已经彻底成了
人们的记忆，也成了存留在相册里的老照片。

60 多年来 ，在毛主席 ‘按语 ’的指引下 ，
‘勤俭’、‘节约’， 成了李子园人永远不变的座
右铭。 在‘春天的故事’刚写下第一行文字，地
处市郊的李子园把握春天的脉动。租赁厂房到
合作办厂，从筑巢引凤到腾笼换鸟，从老宅改
造到土地集约利用，从新型园区到高科技产业
园。 李子园村集体性经营收入逐年提高，居民
个人分红逐年增长。 ”

———李子园村党委书记 侯雪华

【祁连村】

“1960 年 12 月我出生在祁连村一个世代
以耕作为生的农民家庭。在那段人民公社集体
经济年月里， 一个壮劳力辛苦劳动一天仅有
六、七毛钱的收入。在我幼小印象中，家中的饭
桌上很少看到荤菜。祖辈留下来的老宅也经历
了多年风蚀雨侵，每逢下大雨我们姐弟 4 人还
要帮着用大盆小盆接‘天落水’。

18 岁那年，祖国大地响起改革开放春雷，
我和哥哥洗去脚上的泥巴随着劳动大军寻求

致富路。我先后在运输队、仓储公司等工作过，
当时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对我的家庭来说无

异于旱地里的滋滋甘露。
1982 年， 我抱回一台带有两根羊角天线

的黑白电视机，‘凯歌牌’14 英寸的。 昔日全村
最穷的贫困户率先将电视机请进家门，这在全
村一下子成了头号新闻。 1983 年，我家破旧老

宅拆掉重建， 盖起了 3 层混凝土结构的楼房，
当年还托关系装上了电话，‘楼上楼下电灯电
话’的美丽传说成为现实。 看到家里发生的巨
大变化，老母亲成天乐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
如今有党的好政策，吾伲赶上了好辰光。 ”

———祁连村村民 金宝忠

【真建村】

“当年未来岛（原真建村）所在的区域还
是一片农田，自东向西有沪宁、沪杭外环以及
南何支线贯穿，形成‘孤岛’。 祁连山南路还没
有建成时，仅有真建村的几百户村民在这里生
活，要进市区，只能翻越轨道，走几公里泥泞的
小路，生活较为闭塞。如今，上海未来岛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论面积虽然不大，但经济体量确是
桃浦地区最大的。

1999 年， 上海未来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筹建。 在原真建新村基础上开发建设，园区占
地 0.97 公顷，净产业用地 1207 亩，投资 10 个
亿，用于道路、市政配套以及动迁改造和农民
安置。 2001 年 11 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正式
成立。

开发初期，园区果断投资逾 1 亿元，建设
总长 1.4 公里的祁连山路南北隧道，以此彻底

摆脱铁路匝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还投入
1000 万元完成南何支线隧道工程，改善交通
配套； 投入 400 万元建设小环岛开关站 ，改
善用电配套；投入 100 多万元，引进 937 路公
交车，将终点站设置在园区中心区域，方便职
工上下班等，以不断优化园区服务能级，改善
生活。 ”

———上海未来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党委书记、董事长 钱世嵘

【槎浦村】

“1979 年槎浦村村民拥有了第一辆幸福
牌摩托车；1980 年第一通电话接入村民家中，
同年村民购入第一台冰箱；1984 年出现了‘第
一’个万元户；1986 年盼望已久干净卫生的自
来水从自家水龙头里流出，村民们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2000 年全村道路由泥泞的土路变成
了宽阔的水泥大道......每一个第一标志着槎浦
村跟随改革开放的脚步，与时俱进，农民生活
在悄然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2 年槎浦村启动老宅改造工程 ，2003
年 12 个生产队完成动迁，2004 年年底全村村
民住进了绿树掩映、 配套齐全的槎浦新家园，
小区里物业、卫生服务站、超市、文化活动中心
等一应俱全，逐渐完成了‘农村变社区、农民变
居民’的华美转变。 ”

———槎浦村党支部书记 孙庆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