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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漕··

视点

大虹桥 望华漕

吴淞江生态间隔带规划公示 华漕人又多一个休闲好去处

2015年 10 月之前，许浦村曾
聚集了 3 万多名来沪务工人员、近
300 家企业、600 多处违法经营单
位。由于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多，村内
的各种违法建筑大量涌现，环境乱
象频出，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安全隐
患突出，让许浦村成为了上海最复
杂的城中村。
随着上海全面打响 “五违四

必” 区域环境综合整治 “攻坚
战”，许浦村在 51 天内拆违 57.7
万平方米，成为闵行区乃至上海
“五违”整治啃下的第一块“硬
骨头”。
如今近 5 年过去了，在经历了

“五违四必”整治和生态修复之后，
“翻天覆地”成为许浦村村民口中
最高频的词汇。现在的许浦村，更有
了“小康”的底气。

水清了 岸绿了 天都蓝了

现在的许浦村，宅前屋后整洁，
村庄绿树环抱。“我们小时候许浦港
里有种白米虾，现在又能看到了！”
村民谢号亮兴奋地说，过去最被嫌
弃的许浦港，如今成了村民的心头
好，河边建了休闲绿地、健身步道。
许浦过去 “脚都踏不下”的

路也变了样。村里道路宽敞平整，
进村出村都有门岗，还不时能看
到停车场。据了解，村内建了 10
座停车场。
环境整洁了，似乎天都更蓝了。

“过去村里房子搭得都遮住了天，
还一直有外来人口点火烧垃圾，天

看上去就像盖了一层阴霾。”但其
实，许浦村靠近虹桥机场，地势十分
开阔。村民吴伟康说：“拆违了之后
才知道，原来许浦的天可以这么蓝、
云可以这么白。”

动迁村民都爱往村里跑

“五违四必”整治后，改变的不
仅是村容村貌，更是村民们的生活
方式。村民刘培芳对此深有感触。
“拆违前，我们家里造了 4 层楼将
近 600平方的房子，也相当气派。”
2017年，刘培芳因为污水处理工程
动迁搬出了许浦村，现在租住在附
近的金色西郊城过渡，但她几乎天
天都要往村里跑———来跳广场舞。
“现在环境好了，大家都喜欢出来
动一动。我们那个休闲绿地每天晚
上都有三四波人跳广场舞，多的一
波要有四五十人”。
刘培芳是村里的文体骨干，回

忆起过往她连连摆手。“过去我们舞
蹈队排个舞，只能在路边练，边跳边
吃灰，一场跳下来都在咳嗽。有的人
实在吃不消，来过一次就不来了”。
现在村里不仅有绿地，还有党建服务
中心、邻里中心等场地都可以活动。

外来租户有了家园意识

村民们看戏健身的文娱生活替
代了与外来租客之间的拌嘴斗舌，
但其实，许浦村里租户的生活方式
也有了巨大的改变。
村党总支副书记金玉春介绍，

包括动迁村民在内，许浦村有村民
2200 多人，外来人口最多时要达到
3 万人左右，现在登记在册的仅
9000 人左右，人口倒挂的现象已有
了极大的改善。
外来人员少了，素质相对更高

了，不少外来租客积极参与村里治
理，给村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拆违后钱袋子不降反升

许浦村曾做过统计，“五违四
必”整治前，许浦村525户中有 480
户存在违建，违法建筑的体量有57
万平方米，相当于 80个标准足球场
的面积。每年违建民房的收益大约
有6600万元，户均既得利益10万
多元。当时就有人心里“打鼓”：房
子拆掉了，村民们的收入怎么办？
现在来看，拆违对于村民们“钱

袋子”的影响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
么大。生产队长杨国庆算了笔账：
2015年拆违前，违法搭建的群租房
只能借 200元、300元，自己家里很
好的房子也最多能借500元；拆违
后村里的环境改善了，租金也翻倍
地涨，现在一间房屋的租金普遍在
1500元左右，甚至有1800元一间。
杨国庆说，更重要的是心态不一样
了。“以前就收租金‘数票子’的时
候开心开心，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平
时心里都是‘吓牢牢’的”。
“2019 年，许浦村村队二级集

体总收入已经恢复到 5775 万元，
基本和历史最高水平相当，村、队两
级农民再分配的收入也要达到

1354 万元。”金玉春介绍，在大拆
违、大整治、大清退的情况下，通过
各方面的努力，经济收入不降反升，
村民也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精细化造就美丽都市田园

许浦正在经历又一场拆违“攻
坚”———许浦村正在发动村民拆除
自家红线内的违法建筑，建设“美
丽庭院”。为此，村两委班子成立了
多个工作组，班子领导牵头上阵，
拿出“五违四必”整治的精气神做
群众工作，争取在 9 月 30 日前 50
多户存在红线内违建的村民能签
约自行清除。
“我们跟村民做工作的办法

还是算账，算经济账也算安全
账。”金玉春说，一方面庭院里的

违建小房屋拆除了，村宅环境更
好，正规房屋的租金还能往上涨；
安全方面村干部拿镇里别的村举
例子：“某家村民家里违建搭的房
子起火，一把火就烧得倾家荡产，
房子再多也是白搭。”金玉春说，
经历过“五违四必”整治，这些道
理村民都懂，现在已经有八九户村
民主动来签约清除违建了。
从村庄“大门”到村宅“小

门”，体现的是许浦村对精细化管
理的追求，这也是许浦村进一步走
向美丽乡村的明确方向。许浦村要
做好准备，不断提升村级经济的同
时，提升自治共治水平，建设一座虹
桥城市副中心的现代化都市公园式
美丽乡村。但说到底，许浦的发展还
是要服务许浦的村民。

（来源：今日闵行）

后“五违四必”时代的许浦“变形记”
小时候的白米虾又能看到了！

为助力虹桥商务区医疗健康服
务能级稳步提升，上海新虹桥国际
医学中心加快建设运营步伐，以
“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集约化”
为导向，探索医疗服务、医技保障、
管理集成、产业延伸等四大体系的
创新发展模式，在完善园区基础配
套设施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国内
外优秀的医疗服务机构纷至沓来。
近期，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

心连廊工程已初步显露雏形。连廊
工程位于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
心园区内，串联起医技中心与各家
医疗机构，实现了医学中心内部空
间的便捷通行，提升了医疗服务效

率，给患者就诊带来方便的同时，
更提升了服务品质。项目计划于
2021 年一季度部分交付使用。
8月 29 日，上海泰和诚肿瘤

医院主体结构在虹桥商务区成功
封顶。该医院位于上海新虹桥国际
医学中心内，是新虹桥国际医学中
心一期规划中的 8 家医疗机构之
一，同时也是目前新虹桥国际医学
中心园区内单一体积最大、投资额
最高且唯一列入上海市重大工程
的建设项目。
近期，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

医院与根本医疗共建医联体合作
签约仪式在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

中心隆重举行。同时，同济大学附
属第十人民医院医联体根本医疗
妇科肿瘤基因与分子免疫诊治中
心、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同济大学附
属第十人民医院医联体根本医疗
肺结节诊治分中心落户园区。
这是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

医院首次与民营医疗健康机构共
同成立医联体。这种合作方式对于
推动医疗体制改革、提升医疗服务
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继复
旦、交大附属医院向新虹桥国际医
学园区社会办医项目输出品牌、技
术和管理之后，同济大学附属医院
的优势学科资源进驻园区。

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喜讯不断 医疗健康服务再升级

日前，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
了吴淞江生态间隔带（闵行区新家
弄段）专项规划（公众参与草案）
公示。本次规划范围位于闵行区北
部，属于新虹街道和华漕镇，东至华
翔路、西至沪杭铁路外环线西侧规
划道路、北至北青公路、南至崧泽大
道，总用地面积约 87.46 公顷，相当
于 122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主体为公园、绿地及水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
划法》《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的

要求，《吴淞江生态间隔带（闵行区
新家弄段）专项规划》向社会公示，
听取公众意见。
本次公示时间为公告之日起的

30天，如对该规划有异议者请在公
示期 2020 年 09 月 11 日 -2020
年 10 月 10 日内与闵行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联系。市民可邮寄书面
意见至闵行区莘松路 555 号 501
室规划科，邮编是 201199，也可拨
打电话 64926188 咨询，咨询时间
为周一至周五 8:30—11:00 13:
00—16:30。
根据图例，浅绿色为公园绿地，

深绿色为生产防护绿地，浅蓝色为
水域，三者加起来，几乎覆盖 87.46
公顷全部区域。

提升周边生态环境品质

本次规划编制也是为落实《上
海市虹桥主城片区单元规划》管控
要求，加快生态廊道建设，保障虹桥
商务区核心区外围整治改造工作有
序推进，同步优化规划布局，提升环
境品质，确保生态间隔带建设，为地
区建设提供依据。
据了解，吴淞江生态间隔带闵

行区新虹街道新家弄段是吴淞江
生态间隔带 T 字主脉的重要组成
部分，提升生态环境的重要生态空
间，更加强调满足人的休闲活动需
求的生态场所，是休闲功能与生态
功能结合的生态复合区域。土地使
用方面，整体上由上位规划确定的
农林复合区调整为防护绿地和公
园绿地，新增一处文化设施用地，
在用地布局上优化了规划加油站
布局。在符合地区开发强度和基准
高度条件下，适当提高局部地块容
积率和建筑高度，优化沪杭铁路外
环线西侧规划道路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