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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卫都独用了，S形窗格也还在

新中国首个工人新村换新颜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文/摄

助力上海产业高质量发展
今日气温将创下半年以来新低

申城已正式入秋

本报讯 曹杨一村，新中国
第一个工人新村。 1952 年，千
余位来自沪西各工厂的劳模携

家带口入住新村。 在那个大部
分上海居民还蜗居在里弄 、甚
至是棚户区里用着煤球和马桶

的年代， 曹杨的第一批居民成
为众人羡慕的对象。

然而，时过境迁，一村的墙
皮渐渐剥落， 木质楼梯咯吱作
响，新村面临设施老化、空间逼
仄等问题。 为此，去年起，曹杨
一村迎来最大规模的更新。

旧住房成套改造， 居民们
也暂时搬离了生活了大半辈子

的家。近日来，居民陆续准备回
搬， 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脱胎
换骨， 却又有着历史积淀以及
明显时代特征的家。

告别共用厨房
老房焕然一新
去年 5 月， 在曹杨一村改

造项目启动以前， 记者曾进行
了实地探访。 当时，每一层有 3
户居民，大家共用同一个厨房，
每层有三个独立卫生间， 设置
在居民门外。 虽然号称是卫生
间，但面积非常小，仅能放得下
一个马桶，洗澡极为不便。

不仅如此， 狭小的楼道被
居民的生活用品侵占成只剩转

身的方寸之地， 多家合用的厨
房早已油腻不堪， 生活在一村
的居民都感到了极大的不便。

“厨房没有排烟，管道上的

积油都可以直接滴下来。 为了
通风，我们从来不关窗户，冬天
只能顶着西北风烧菜做饭。 ”家
住曹杨一村的居民杨阿婆当时

对记者说。
如今，旧房换新颜。记者日

前再次来到了曹杨一村。 只见
大门口还原了有浓浓年代感的

“曹杨”门头，颇具工人新村的
特色；小区内，设有健身区域、
晾衣架及开放式广场， 满足了
居民晾晒、社交的需求。不仅如
此， 楼梯通道也进行了适老化

改造，楼梯宽度增加了，踏步放
宽放缓。

走进居民家中，煤气灶、油
烟机等基础设施应有尽有 ，简
陋的马桶间、 共用的厨房都不
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燃
气灶、舒适的淋浴房。 据悉，此
次改造将建筑南立面原貌保

留，北面内凹处适当扩展，释放
出的部分增量面积用来分摊给

住户做独立厨卫。 “我进新房一
看，连浴帘都帮我们挂上了，真
的是太激动了。 ”在曹杨住了近

70 年的居民高林林说。

曾经的荣光又回来了
居民期待回搬
接受采访时， 高林林正在

家里洗晒着窗帘。 这阵子， 她
忙着打扫新家， 准备下月正式
回搬。

“我还没走进楼就很高兴
地发现， ‘S’ 形窗格还在 。”
高林林口中的 “S” 形窗格 ，
是过去曹杨一村透气窗上的图

案。 原来， 窗上的回纹缕图案

是一个英文字母 “s”， 这是由
上海的英文 “Shanghai” 首字
母演变而来的。 独特的花窗 ，
不仅满足了建筑美观和通风的

需要， 也降低了建筑装饰的造
价。这一次，“S” 形窗格也原样
保留。

同时保留的还有屋顶的烟

囱。据她回忆，曹杨一村刚建成
时还没有通煤气， 每层楼合用
的厨房里， 三户人家两个大灶
台，大家每天生火做饭，楼顶排
风的烟囱里常升起袅袅炊烟 。
通了煤气后， 烟囱虽然没有了
实际功能， 却成为工人新村独
有的符号，充满了烟火气。

红色的屋顶 ， 红色的窗
户， 奶黄色的墙壁、 红色的屋
檐等元素也都传承了下来。 高
林林认为， 这既是一种情怀 ，
也象征着一种荣光 。 “我是
1952 年跟着父母搬进曹杨一
村的。 后来结婚单位分房， 我
也要工人新村的房子 ， 为什
么？ 因为这里有很多抹不去的
快乐回忆。” 高林林说 ， 虽然
以如今的目光看 ， 曹杨一村
“平平无奇 ”， 但从 1955 年至
上世纪 90 年代 ， 新村里的工
人家庭一度成为外宾参观的对

象， 住在 “一村” 也成为一种
骄傲。

曹杨一村是上海市第四批

优秀历史建筑， 如今又经历改
造， 真正实现了宜居。 高林林
说， 她期待着回搬后， 居民还
能像过去那样一起话家常， 居
住在一村将重新成为荣光。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嘉露） 昨日， 以 “知识产
权运营赋能全球数字经济时

代” 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上海
知识产权国际论坛分论坛暨

2021 中知路国际知识产权
运营论坛在沪举办。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副局

长杨慧表示， 近年来， 上海
聚焦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建设目标， 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创新发展， 促进知识产
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持续

提升， 建立了平台、 机构、
资本、 产业 “四位一体” 的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知
识产权国际运营等平台功能

不断拓展， 一批知识产权运
营服务机构蓬勃发展， 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 保险等金融
创新持续深化， 资产证券化
探索取得突 破 ，知 识 产 权
运 营 服 务 与 重 点 产业的

融合程度不断增强， 整体运
营规模和效益不断提升。 在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 上海将进一步瞄准创
新发挥需求， 持续完善知识
产权运营的服务体系， 提升
知识产权综合运用效益， 努
力打造知识价值实现的 “新
热土”。

为适应全球科技竞争和

经济发展新趋势， 立足国家
知识产权强国总体战略布

局 ， 围绕上海市科创中心
主阵地的发展定位， 同时发
挥国家知识产权国际运营

(上海 ) 平台作为上海科创
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功

能， 促进张江科学城产业升
级， 论坛上举行了国家知识
产权国际运营 (上海 ) 平台
与上海张江 （集团） 有限公
司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仪式。
国家知识产权国际运营

(上海 ) 平台还分别与普陀
中以创新园区、 徐汇漕河泾
园区、 松江临港科技园区、
黄浦科技创业孵化基地、 中
汽信息科技、 金山工业区等
6 家重点产业园区及企业进
行集中签约， 旨在推动知识
产权运营和产业发展相融互

促， 全面助力上海产业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
者 罗菁） 上海中心气象台
官宣，本月 16 日开始，申城
日平均气温都在 22℃以下。
这也意味着 ，10 月 16 日申
城已正式入秋。

5 月 7 日入夏，10 月 16
日入秋， 本市今年这个夏天
达到了 162 天，近 5 个半月，
可谓是一个超级漫长的夏

天，创下了史上之最。
一场秋雨一场凉， 伴随

着冷暖空气交锋， 本市昨天
雨水嘀嗒不停， 气温低迷，
午间大部分地区在 14℃附
近徘徊 。 午后随着雨势加
大， 气温进一步下滑， 临近
17 时气温降到 12℃附近 ，
湿冷体感相当明显。 频繁的

冷空气影响， 让人有瞬间进
入深秋的感觉。

今天白天阴天为主， 雨
水较弱有时有小雨， 今天傍
晚起降水彻底停止。 值得指
出的是， 今天的最低气温将
是下半年以来新低， 中心城
区在 12℃附近，郊区则会跌
到个位数。 白天升温有限，
最高气温预计 16℃， 依然
有 4 至 5 级的北到西北风。

周五开始， 本市会迎来
一段秋高气爽的秋日时光，
届时阳光回归， 多云天气占
主导， 气温也有所上升， 最
高气温将升至 20℃以上 ，
最低气温在 15℃至 16℃ ，
有望迎来各类品种桂花的盛

花期。

国家知识产权国际运营(上海)平台集中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