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底， 黄浦江东岸滨江的跑步道和骑行道
之间 22 座可以直接眺望黄浦江的小木屋———望江驿
正式启用，其中望江驿 8 号站点位于潍坊辖区内。我作
为第一批报名参与望江驿志愿者服务的 “橙马甲”，在
执勤时，从望江驿这个窗口往外看，感触万千……”这
是社区党校党建巡讲团的讲师高金宝这位“老潍坊”从
他的视角，正在与大家分享“煤码头的华丽转身”。

每遇风和日丽， 我都会踱步在浦东东昌路到浦电
路（张家浜）这段滨江道上，凝视着江上不时驶过的轮
船，以及时而掠过水面的海鸥，聆听船的鸣笛声和绿道
上的鸟叫声，看着孩童的游玩嬉闹，健步行走的游客，
在凳上休憩的中老年夫妇，老外带着家人骑滑板，青年
人骑着橙色的摩拜自行车……

这就是多年前建成的浦东老白渡滨江绿地一期！
在这长达一公里多、 占地 7 万多平方米的区域里，系
缆桩、高架运煤廊道、煤仓、起重机轨道……原先这里
是上海港最大的煤炭装卸区（上港七区）和上海第二
十七棉纺厂的江边地域，也就是人们俗称的“老白渡
煤炭码头”。

张家浜老白渡码头位于黄浦江中游东岸。 北起上

棉二十七厂，南至张家浜。 岸线长约 680米，是上港七
区煤炭专业码头之一。 上世纪 70年代末，上海市煤炭
吞吐量年缺口达几百万吨，为保证上海市用煤需要，只
要万吨煤炭船靠码头，经常会组织抢船期快速卸煤的
大会战，把这称为“放卫星”。 当时有句顺口溜“一把
煤楸抄到底，舱底朝天可爬梯”。 出舱时，整个人除了
牙齿是白的，其他地方都是黑的，这种工作强度之大、
工作环境之差，不亲临现场，将永远不能体会到。

随着浦江两岸功能调整地不断深入，2007 年 8
月，原张家浜老白渡煤炭装卸码头停止作业，年底全部
清场撤离。煤炭装卸转移到宝山的罗泾新港区。老白渡
滨江绿地于 2012 年底建成，2013 年初正式对外开
放。 老白渡滨江绿地由原上海港最大的煤炭装卸专业
企业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的老白渡码头和上海第二十
七棉纺厂的江边地域改建而成。

北至张杨路，南至塘桥新路，岸线长 1018 米。 老
白渡码头原分为老白渡码头与张家浜码头。 解放后，
由上海港务局接管经营，统称老白渡码头。1987年，老
白渡码头经改造，成为拥有五个泊位，其中两个为万吨
级卸船泊位的， 年吞吐量近 2000 万吨的当时上海港
最大的专业煤炭装卸码头。

建成的老白渡滨江绿地保留了系缆桩、高架运煤
廊道、煤仓、链斗式连续卸船机及带斗门座起重机轨道
及部分原上海第二十七棉纺厂烟囱等实物；重塑了木
桩矩阵、煤斗、铁锚、钢桥、运煤传送带、抓斗花坛等抽
象、具象实体；利用基地废旧材料再造了坐凳、花箱、广
场等设施。 这些码头遗迹和工业文化元素的保留和重
塑，使人自然地与历史进行着交流与互动，展示着历史
文脉的延续。

曾经的老白渡煤炭码头，如今变成休闲、健身、观
光的滨江绿地。 从张杨路到浦电路张家浜这段，是游
客共享的公共空间，明快而又悠闲。 当中的老白渡边
上有公共篮球场，双休日经常活跃着一群青年男子的

身影。 另外， 一座小巧玲珑的欧式楼房， 有牌坊标志
1918的二层楼“翡翠滨江”，宽大的庭院里，特意设置
秋千荡椅。 走进一楼的过道， 墙上挂着好多黑白老照
片，诉说着这幢楼房的百年历史。沿江江畔停靠着众多
的游艇和其它餐饮娱乐设施。

滨江道上，昔日的抓斗、高架运煤廊道、铁锚等码
头设施，已成为公共绿地上的艺术品。有青年想拔起铁
锚，发现已牢牢粘在地上。夕阳映照，江风拂面，好一幅
滨江市民游憩美景图。昔日上海最大的煤仓，100多年
历史，如今已蝶化为浦江东岸的翡翠项链，成为东西方
艺术交流的一座平台和 “城市复兴” 的创新体验长
廊。 （党建办、综合事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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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

大道说·红色故事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 为了提高“四史”宣传教育的有效性，潍坊新村街道着力用好身边资源，讲好群众故事，使“四史”学习教育
生动化、常态化。

日前，由“身边人”亲述“身边事”的“大道说”微党课正式开讲，这不仅让“四史”教育鲜活起来，也让“四史”故事更“好听”，让红色基因“活”起来 。用这样一堂堂
微党课，让党员们重温了革命先辈们浴血奋战、顽强斗争的红色记忆。

高金宝：百年煤码头华丽转身

钟雄久：浦东老开发那些事儿

“四史”故事更好听 红色基因“活”起来

“25 年前的浦东真的是白纸一张， 哪里有什么高
档商务楼啊？……潍坊的商务楼从 001 号省部楼起步，
现在已达到 70 幢之多。 当年我们创造了浦东速度，如
今的浦东加速度还在不断刷新。 ” 这是潍坊新村街道
“浦东老开发”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南泉大酒店总
经理钟雄久正在讲述：浦东老开发那些事儿。

敢于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创新是浦东开发开放的
鲜明特色和最大动力。 浦东开发初期，困难重重，其中
缺电也是极大难题。当初深圳开发曾因缺乏电力规划，
导致一星期“停三开四”的用电瓶颈。

浦东开发怎样少走弯路，做到电力先行呢？在筹建
浦东中电大厦的过程中， 原国家电力部部长史大帧多
次到浦东调研，参加“电与浦东开发”新闻发布会，并
和上海市领导共商“电与浦东”的合作大计。他们一致
认为，如按常规造电厂，程序复杂，时间拖沓，远水救不
了近火。 应从浦东实际出发，打破常规，加快输变电站
建设。正因为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浦东电力发展才走
上高速路，进而确保浦东经济发展始终有后劲。

浦东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干部上门服务的作风是省
部楼宇投资参与浦东开发最好的软环境。 浦东开发初
期的楼宇建设，除上海本地投资以外，还有外来投资，
外来投资的主力军是全国各省市和中央部委， 人称
“省部楼”。 中电大厦就是其中之一，钟雄久是首任董
事长兼总经理。 中电大厦于 1991 年成立公司，1992
年立项，1993 年 7 月奠基开工，1995 年 4 月竣工，前
后仅用了 21 个月，创造了浦东速度的典范，并被浦东
新区政府评为“001号省部楼”。

中电大厦即将竣工前， 大厦门前的崂山西路因历
史原因，还有不少外来住户临时占用马路，如不辟通此
路，中电大厦和周边市民就无法与张杨路直接连接，出
门非常困难。浦东新区政府急企业所急，时任区长的胡
炜亲自带队上门现场调研服务， 并及时召开现场办公
会，果断决定把辟通崂山西路作为张杨路的配套工程，
不用另外立项，这样既节约程序，又为中电大厦和周边
广大市民的交通出行提供了方便。 而浦东类似于这样
海纳百川、上门服务的例子举不胜举。

浦东开发开放，不光要抓大楼建设和经济指标，更
要抓双文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 特别是企业也要有
社会责任。 浦东潍坊街道原有一家停工停产濒临倒闭
的集体工厂，厂里 100 多位老职工的工资、医疗费发
放都很困难， 于是将 5000 多平方米的厂房租给了
100多户人家赚取租金，结果租金不多，麻烦不少。

诸如食品卫生、群租、消防治安等都出现一系列问
题，成为脏乱差的“城中村”，周围居民深受其害。 当时
街道领导希望能帮助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通过实地调
查了解，钟雄久发现这个骨头很难啃，但想到企业社会
责任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知难而进，迎难而上。

在浦东新区有关职能部门和街道支持下， 采用
“腾笼换鸟”租赁经营的方式，将危旧厂房改造成连体

别墅式的三星级南泉大酒店， 这一工程被潍坊街道社
区居民群众交口称赞为 “有利于美化一条居民街区、
有利于救活一家老厂，有利于一批人下岗再就业、有利
于新增一个迎世博接待点、 有利于增长经济和税收增
长点”的“五得利工程”。

2011年以后，这个酒店又成为浦东老开发文化交
流中心揭牌和活动的场所， 浦东新区管委会的首任负
责人赵启正每年都到此为潍坊社区市民举办签名赠书
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