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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孙云）《杨浦滨

江全力争创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

的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

昨天正式发布， 杨浦滨江将推进

上海最大规模的工业遗存转化和

最大体量的旧区改造， 打造科技

创新的高地、城市更新的典范、社

会治理的样板， 全力争创人民城

市建设示范区。 记者在昨天举行

的中共杨浦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

次全体会议上获悉， 在这份三年

计划中， 杨浦区提出将设立人民

建议征集站， 就杨浦滨江的开发

建设管理主动问计于民、 问需于

民，充分汇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使城市的发展契合人民的要求。

三年内， 杨浦滨江计划逐步

实现“三步走”目标———

到 2020 年底，实现秀带展新

貌，公共空间品质显著提升、生态

环境更加优美、 旧区改造加速推

进、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公共服务

设施布局持续优化；

到 2021 年，以世界技能大赛

召开为契机， 全力打造世界级会

客厅，新增 2-3 处标志性文化、体

育、旅游设施，举办若干场重大节

事活动；

到 2022 年，初步建成人民城

市建设的示范区， 建成一批产业

载体，集聚一批特色产业，引进一

批创新人才， 并在城市治理方面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根据这一行动计划， 滨江区

域将实现规划全覆盖， 全面推动

南段滨江成片旧改， 启动轨道交

通 20 号线一期工程，结合轨道交

通 18 号线、 江浦路越江隧道建

设，完成杨树浦路综合改造工程，

推进隆昌路越江隧道规划建设，

推进轨道交通 24 号线（滨江线）

纳入“十四五”规划，实施南段滨

江核心区配套路网建设， 新增道

路 11条，长度约 7.4公里。

在杨浦滨江的东、中、西三大

区域， 都将出现组团开发的新亮

点：东部区域总面积约 30.3 公顷，

开发量约 81.4 万平方米， 打造集

文化创意、科技研发、现代设计于

一体的新型经济集聚区； 中部区

域面积约 50.9 公顷， 开发量约

223.2 万平方米， 打造集文化娱

乐、科技金融、创新博览于一体的

在线新经济先导区； 西部区域总

面积约 35.7 公顷， 开发量约 78.7

万平方米，打造集文化休闲、总部

办公、 生态居住于一体的滨江国

际创新带。

在杨浦滨江， 充满活力、绿

色生态、 舒适便捷的世界一流滨

水公共开放空间即将崛起， 围绕

杨浦大桥、复兴岛、共青森林公园

等重点区域，还将争创市级公园

城市示范区。 在今年完成杨浦

国际时尚中心游船码头建设的

基础上，杨浦滨江将积极推进宁

国路轮渡码头、 公务码头杨浦基

地和杨浦大桥游船码头建设，在

南段滨江打造若干个游艇码头，

持续提升滨江公共岸线旅游休闲

功能。

三年，杨浦滨江计划“三步走”
发布“人民城市建设”计划，将打造世界一流滨水公共空间

诗意栖居地
都市田园风
    在市区的社区里插秧、观察萤火虫、拍到近 20 种鸟

类……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却在我们身边被一个

个实现。 涓涓的流水声、沙沙的树叶声、孩子的欢笑声，正

在让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人们感受到城市中的“诗意”。

和萤火虫嬉闹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样的

景象可不只出现在乡村田园， 市区也可

以！在上海的市区，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

社区，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居民参与共

建共享，实现了城市中的诗意栖居。

“这个泥巴黑乎乎的，会不会有虫

子在里面？ ”

“我不敢下去，好害怕呀。 ”

“这里会不会有水蛇和龙虾，下田

的话我的脚会不会被咬？ ”

……

创智农园社区互助会秘书长孙小样

翻开端午节小长假期间孩子们体验插秧的视

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已经是我们第四年

种植水稻了，看到孩子们一个个下地，享受着

自然带来的独特感受， 他们流露出的天真和

快乐会感染我们每一个人。 ”孙小样说。

“创智农园”位于杨浦区创智天地旁，不仅景

观美丽，而且每年产出水稻、蔬菜和水果。这里是孩

子们接触自然、认识各种农作物的乐园，居民们还

能将自己种的蔬果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鲜。

“你知道吗？我们的合作伙伴上周在虹旭生境

花园观察到三四只黄脉翅萤。”同济大学社区花园

与社区营造实验中心主任刘悦来有些兴奋。 生态

改善了，萤火虫回来了，要知道，这里原本只是长

宁区仙霞新村街道虹旭小区拆违后的闲置空地，

曾经作为临时停车场和垃圾堆放区。

自去年 11 月 29 日建成以来，虹旭生境花园

的生物多样化日益丰富。 据虹旭居民区党总支书

记吴红萍介绍， 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近 20 种鸟

类， 还有一面墙专门记录人们拍到的鸟类照

片———白头鹎、珠颈斑鸠、北红尾鸲、暗绿绣眼、

黄腰柳莺、红胁蓝尾鸲、鹊鸲、白眉鸫、灰喜鹊、凤

头鹰……加上出没的赤腹松鼠、 黄鼬等哺乳动

物，这里已经成为在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示范空间。

“我们鼓励周边的居民在花园里放松身心，更

希望增进儿童与自然之间的接触和互动。 我们正

在设计夏夜观察萤火虫的活动， 希望更多住在城

市里的儿童能更加亲近大自然。 ”吴红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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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门口插秧栽花种瓜果 在“后花园”观鸟追逐萤火虫

首席记者 方翔

和大自然亲近
据刘悦来介绍，他的团队在 2019

年做了 88 个社区花园项目，“除了这

些，目前在上海，通过我们团队培训赋

能或市民自主学习， 由社区设计、营

造、维护的社区花园数量已经超过

600个了。 ”

虹旭生境花园为何会吸引这

么多鸟类？ 刘悦来解释，其一，它距

离拥有丰富动物资源的上海动物

园及外环绿带仅 2公里。其二，在植物

配置方面，使用本土植物，充分考虑到

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的生境需求。

“我们从食源出发，种植火棘、枸骨等

挂果时间长、又受鸟儿喜爱的食源植

物，让鸟儿们在食源匮乏的冬季也能

填饱肚子。 四季错落的开花植物帮助

吸引昆虫，而昆虫大大满足了食虫性

鸟类的需要。 ”其三，景观设计不只是

造亭台楼阁，种花草树木，更是协调人

地关系，塑造和谐宜居的景观。“诗不

一定在远方，让城市更美好的是每一

个拥有勤劳双手和想象力的我们。 ”

参与虹旭生境花园项目的还有复

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 王

放曾任美国史密森学会博士后、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后，2018 年回国

后，他试图将城市生物多样性监测的

课题和经验引入上海，这个计划被命

名为“城市里的公民科学家”。 在虹旭

生境花园，王放安置的红外相机清楚

拍摄到黄鼬在此穴居、外出觅食等生

活行为。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经历了

特别快的发展过程，大量森林和湿地

消失。 但最近十年，城市生态又恢复

得很快，到处在建街心花园，建城市绿

带、绿岛。 所以，我们想把中国城市作

为自然保护的一个缩影，来看看动物

是怎么迅速地变少，是不是又能够迅

速地变多？ ”王放说。

和陌生人热络
刘悦来特别提到去年两会期间，

民革上海市委的一份提案———《发展

市民花园，让上海更美、更精细、更有

温度》。 其中提到，要支持景观规划、

园艺设计等专业性社会组织为市民

花园提供技术咨询和培训服务，培育

带动更多的民间花友会和“社区规划

师”； 充分发挥市民花园公共活动载

体和情感交流的功能， 破除邻里独

立、人际冷漠的心理隔离，推动居民

由“生人”变“熟人”，成就睦邻社区。

今年上海两会，民革界别、民进

界别提交了一份《关于以窗台阳台彩

化为抓手，进一步激活花文化的基层

治理功能的建议》。不久前，上海市政

协首次提案远程协商办理，聚焦“窗

台阳台彩化”。上海市政协常委、民革

市委副主委王慧敏代表提案者发言，

提到浦东新区的“缤纷社区” 项目。

“浦东新区金桥镇佳虹社区， 将空闲

绿地改造的农园变成许多居民牵挂

的‘后花园’，居民可通过认养来栽花

种菜。这个都市农园不仅增强了居民

参与改造公共空间的热情，更提升了

居民们的社区认同。”王慧敏说，随着

项目不断推进，街镇居民对社区事务

的参与、 管理意识被进一步激发，逐

渐由传统“坐着等、伸手要”的被动心

态转变为自发、积极主动参与社区管

理，充分体现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发展理念，让城市变得更有温度。

无论是社区花园，还是窗台阳台

彩化工作，都不能做成“盆景”，而要

成为打通社区亲近自然的“通道”，在

美化社区的同时，为居民活动提供场

地，挖掘出它的最大价值。 当空气满

是青草和鲜花的芬芳、当日子满是家

庭和邻里的温馨和睦、当人们的心情

满是轻松惬意，这样的城市一定是令

人诗意栖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