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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最近，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

228街坊的会议室档期特别紧张

——228街坊改造，是全市首批城

市更新示范项目，为此举办了一场

场调研和座谈活动，碰撞出一个个

灵感火花，力图将项目本身的更新

需求与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有

机结合，赋能这一综合设施相对老

旧的社区，为周边居民带来“宜居、

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家门口美

好生活，使228街坊成为承载历史

与未来的“两万户”活化地标。

计划到2025年
覆盖率达到85%

228街坊是上海全面推进15分

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缩影。

去年9月，《关于上海“十四五”

全面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

动的指导意见》发布后，全市各区及

基层社区“火力全开”，纷纷因地制

宜，拟定建设规划，一些抢先谋划的

社区已经初见成效，形成各具特色

的模式。从徐汇区的“生活盒子”，

到静安区通过探索“1+1+N社区规

划师制度”打通15分钟社区生活圈

规划的“最后一公里”，再到青浦区

打造“江南色 ·温暖家”新时代青浦

幸福社区特色品牌，以及浦东利用

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对15分钟社区

生活圈进行实现缺项服务检测、布

局优化分析、项目选址建议等，纷纷

探索出了自己的独特“打法”，最大

程度上推动社区功能不断完善、品

质不断提升、环境不断改善。

2019年，上海率先选取15个试

点街道全面推动社区生活圈行动，根

据计划，到2025年，上海社区公共服

务设施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则将

达到85%左右。距离这一时间节点

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如今，各区推动

试点社区建设的面正进一步扩大。

各基层社区
做法各具特色
以市郊的青浦区为例，上月发

布的规划显示，青浦将分层次实现

“1+1+1”区域全覆盖和“7?2”区域推

进示范试点建设，到2025年底，将形

成以盈浦街道为示范，新城、西虹桥

基本完成，其他街镇完成试点区域

的新时代幸福青浦社区生活圈，全

面提升城乡品质和基层治理水平。

位于中心城区的杨浦区，形成

区级《行动方案》，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确定12项重点任务，落实了街

道主导、社区规划师负责编制、各部

门指导的条块联动工作模式。在率

先试点的江浦路社区，街道和社区

规划师团队紧密合作，通过评估找

短板、访谈找需求、调研找空间、特

性找归属、设计出亮点，形成江浦路

街道1个综合服务中心、4个服务综

合体、X个功能叠加的社区一体化

治理模式，对标宜居、宜业、宜游、宜

养、宜学5个维度12个方面的重点

任务，已形成1套“五宜”行动图、1

张项目清单的成果，将系统推动高

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

长宁区是国家首批“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试点城区，作为上海乃至

全国首个整区域、全覆盖开展“15分

钟社区美好生活圈”行动的城区，更

是明确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

全区10个街镇全覆盖，比上海总规

2035年的目标要求提前了10年。

在首批试点的新华路街道，为了进

一步推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

推动更广泛的社会参与，让“家门口

的声音”听得到、用得上，推进全过

程人民民主，在前期召开社代会等

的基础上，街道又在规划调研和征

求意见阶段广泛开展人民建议征

集，已收到有效公众提案100余份。

可以预见，这些建议的征集和落地，

将给广大市民带来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让家门口的幸福生活

更添温暖成色。 本报记者 孙云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火力全开
幸福生活就在阿拉家门口，各区积极推出行动方案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从历史、地理、人
文等各方面，感受城市
鲜活的生命力

4月9日下午2时，陕西南路

地铁站7号口，“梧桐深处看房记”

活动开始。

领队陈寒松给十多位市民分发

了耳机，并交代了行走的路线，以复

兴中路到复兴西路为主轴，途经衡山

路、武康路、安福路等，去熟悉并品味

衡复历史风貌区内的历保建筑。

所谓“城市考古”，又名“城市行

走”，即“CityWalk”，这种概念的兴起

源于想同当地人一样旅行，也就是

“travelaslocal”的理念。城市行走

通常由专业讲解员带领，有计划地在

一条独特的路线上漫步，从历史、地

理、人文等各方面，感受城市鲜活的

生命力。参与者不仅是外地游客，

本地人也可借机重识生活的城市。

陈阿姨是行走活动的常客

了。作为一名“新上海人”，她觉得

退休以后好好品味这些老建筑，聆

听一些往事，对“融入”生活的城市

大有裨益。

记者发现，在社交媒体上有关

上海的行走路线十分火爆，每周的

活动刚上线就会预约一空。

从“90年前的户型
图”，了解“那时的公寓
生活”
一路上，配合老照片和户型

图，陈寒松带领大家走走停停，讲

述着复兴中路上的法式公寓“三剑

客”，还不忘给大家普及一下沪语。

在黑石公寓南侧本有一大块

草坪，如今是一幢6层楼的老公

房。“上世纪70年代左右，为解决

市民住房困难问题，很多老式洋房

里的草坪和花园，都被见缝插针地

建造了公房。阿拉管这种房子的

选址方式，叫‘插蜡烛’。”

关于老上海的片段透过耳机传

来，看看手机中的资料画面，再看看

眼前依旧如故的历史保护建筑，有

人啧啧称奇，还有人主动接上陈寒

松的故事，分享起自己了解的轶

事。在行走的三小时，这样的驻足

与互动贯穿始终，欣赏一栋建筑从

而了解它的“前世今生”，聊起住在

里面的人发生过的事，复兴中路上

曾经的点滴经由后人的想象，十里

洋场的风起云涌仿佛就在眼前。

行走在魔都：越来
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
“打卡”

考据老城厢里的马路、弄堂、

洋房，甚至地上的井盖，陈寒松做

了5年。他最大的感触是“行走的

路线变多了，市民的热情更高了”。

例如3月到4月，他安排了

“金陵东路—骑楼下南风吹来”

“七宝—蒲溪故事汇（沪语讲解）”
“复兴西路—梧桐深处看房记”“小

湾 ·合庆—清风明雨向海隅”多场

活动。现在，属于上海的行走路线

一共有70多条。

他感叹：“随着上海的发展变

迁，对文化和历史的保护越来越重

视，每年都有重新开放的历史保护

建筑，以及行走的区域在扩大。”

市民的求知热情与城市的保

护更新，让像陈寒松这样渴望记录

与分享的人在城市行走中越行越

远。近期《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

案》出台，其中着重提到了历史风

貌魅力重塑，“营造可阅读的建筑

空间，尊重和善待老建筑，做好活

化利用，着力打造雷士德工学院、

工部局大楼等城市新地标”。

欢迎你加入“城市考古”的队

伍。行走之间，去读懂一座城市，

热爱这片土地。

本报记者 萧君玮 董怡虹

换上翩翩汉服，行走在紫藤廊

架下，漫赏春光；品南翔小笼，再用

剪纸技艺制作一座嘉定法华塔……

4月15日下午，“老外看嘉定 ·相约

紫藤季”主题活动举行，“老外讲故

事”俱乐部的四组老外家庭，在嘉定

美好的春日风光中感受中华传统文

化，畅谈如何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

“这件汉服与紫藤花很配哦。”

“OK，我要穿这件！”下午2时，参加

活动的四组家庭陆续抵达，兴致盎

然地挑选传统汉服，工作人员为他

们束上腰带。出生在英国的高琥珀

穿上一件藏蓝汉服，华丽金灿的祥

云镶边让他觉得自己看起来像古代

皇帝，骄傲地连连道：“第一次穿中

国传统汉服，很有趣的体验！”

这个周末，嘉定紫藤园迎来盛

花期，一片紫色花海灿若云霞。绿

叶藤蔓间，悬挂着一串串紫藤花穗，

如流苏般轻柔垂下。换装完毕的外

籍友人与家属，翩然行走在紫藤园

内，饶有兴致地举起手机拍照留念，

定格美好的春日时光。

来自德国的付恺之前与夫人来

过紫藤园，但当时紫藤花没有开放。

“今天游园的人有点多，不过紫藤花

真的太美了，花香芬芳。”他笑着说。

“我非常希望亲近自然。”来自

瑞典的PerEdberg说，“今天能走进

如此漂亮、有特色的公园，我们觉得

非常愉快。”

穿上汉服后，来自德国的杜凯

修非常自然地将手拢起，模仿中国

古人的姿态。“我喜欢在这里行走的

感觉，也很喜欢这身衣服，穿着很舒

服。”现场不少市民游客还热情地喊

住外籍友人，与他们合影。

欣赏完紫藤后，外籍友人们品

尝南翔小笼，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

剪纸技艺，并畅谈对上海这座城市

的印象。

高琥珀是福斯润滑油（中国）有

限公司的高管。已经定居上海并获

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许可的他，在

上海不仅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爱

情。与妻子定居嘉定后，他们见证

了嘉定新城许多高楼如雨后春笋一

般拔地而起，并对这样的发展速度

感到惊讶。

杜凯修则谈起了自己的孩子：

“我的两个儿子是上海人，我们与这

座城市的连接非常紧密。我的生活

工作都在上海，这是我的家。”在上

海工作生活的这些年里，杜凯修看

到了这座城市摩登的一面，也看到

了传统的一面。“新与旧的交织融

合，让我十分着迷。”

付恺特意带来了一本摄影集，

作为鸟类摄影爱好者，在上海生活

的10多年里，他拍摄了370多种鸟

类，出版了一本《上海南汇鸟类图

集》。“今天很高兴来嘉定参加‘相约

紫藤季’的活动。”他说，作为外国人，

虽然身份有点不同，但仍然希望成为

上海的一分子，为这座城市作出自己

的贡献。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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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申城大街小巷，“打卡”70多条线路

穿汉服 赏紫藤 吃小笼
“老外讲故事”俱乐部走进嘉定相约紫藤季

扫码看
“城市考古”

当你穿行在上海，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一群人：头戴
耳机，走走停停在大街小巷，对着一栋栋老建筑仔细端
详，领头的人滔滔不绝，身后的人聚精会神。
一走一过间，弄堂口的光，过街楼的影，石库门的雕

花，角落里的流言，历史的褶皱，在行走间俯拾皆是。
当“网红地”越发拥挤，当“打卡热”风靡申城，有些

人似乎更渴望与城市进一步交流，让自己和这片土地产
生更深的连接。

■ 参加城市行走的陈
阿姨，饶有兴致地拍摄
着线路上的老建筑
本报记者 萧君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