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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桌话题：
“一江一河”不仅是上海显著的地理标志，更是上海城市

历史和文化的象征。近年来，市政府积极回应市民需求，大力

推进民心工程建设，满足市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聚力打造

一个更加富有人性关怀、更富魅力、更具活力的美好生活空间。

“市民圆桌”围绕“如何推动‘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品

质提升”，邀请社区居民、学生代表、专家学者、居委干部以及

政府职能部门等共聚一堂，从如何提升驿站服务、如何激发水

岸空间活力、如何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展开讨论。本次“市民

圆桌”由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指

导，徐汇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主办，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

融媒体工作室协办。

■ 市民议题：
1.驿站服务如何提升？
目前“一江一河”沿岸已经建成100余座驿站，其中黄浦

江沿岸近70座，苏州河沿岸30余座，基本符合贯通导则中“一

公里一座驿站”的要求。

经常到滨江游玩的市民反映，如今的“一江一河”滨水空

间吸引了更多人群“近悦远来”，但目前驿站主要提供的是一

些如休息、用厕等基础性的服务，也以政府相关机构运营为

主，诸如行李寄存、淋浴更衣等个性化的功能目前尚有不足，

未来是否可以考虑引入包括商业、社区、公益等组织力量，丰

富驿站的服务内容、提升驿站的服务品质。

2.水岸活力如何激发？
“一江一河”两岸贯通后，两条城市发展的“动脉”生机勃

勃，成为了“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秀带”。怎样才能进一步

激发滨水空间的活力，“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钱韬在调研

后发现，“一江一河”沿岸有很多上海历史和工业建筑，但在贯

通后仍处于闲置或低效利用状态，能否对其有针对性地进行

活化利用？

上海市律师协会陶丽萍则表示，对标塞纳河、泰晤士河等

世界知名滨水区，目前“一江一河”范围内可供市民参加的水

上活动并不多，希望能聚焦不同年龄群体，分类而治推出市民

喜闻乐见的品牌活动，努力跨越滨江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3.各方诉求如何平衡？
为进一步满足市民需求、提升水岸温度，滨江段开发了不

少特色活动，比如徐汇滨江开辟了萌宠乐园，供宠物自由玩

耍；还创建了不少儿童友好空间和设施，包括轮滑、泵道等游

乐设施；还有火爆出圈的“躺平草坪”……

在滨江人气升温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问题。比如宠物乐

园的环境卫生，轮滑、泵道的安全管理，还有体验的游客过多造

成网红草坪“斑秃”等。一方面，市民自发性活动对提升滨水空

间活力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备案等管理手段对维持滨水空间

秩序也很重要，如何平衡好空间的自由活动度和管理尺度？

■ 建言献策：
>>>金点子一：打造斜杠空间
“斜杠空间”是指那些融合了多种功能、满足不同人群多

元需求的公共空间。徐汇滨江资源丰富，不仅是艺术展览的
场所，还结合了教育、创意工作坊和社交空间的功能。打造
“斜杠空间”可以提升滨江在都市生活中的社交和精神价值，
构筑带有滨江印记的城市地方感。 建议人 李舒涵

>>>金点子二：开发特色线路
建议结合“一江一河”滨水空间的丰富资源，开发出诸如运动线、购物线、艺术线、夜游线

等不同主题的探寻线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活动需求。 建议人 石钧驰
>>>金点子三：配置储物设施
龙腾大道滨江沿线，有篮球场、滑板场和其他各类体育设施项目，节假日各类运动、休闲人群

聚集，不少外地游客还会带着行李箱到周边艺术馆看展游玩。建议

在美术馆、地铁站等热门景点的进出口设置储物柜，或者开发一些

闲置的场地或集装箱作为储存物品的地方。 建议人 潘典
>>>金点子四：延长服务时间
不少白领上班族都是习惯于在晚上来滨江游玩，但此时驿站

已经关门。建议能否延长驿站的服务时间，这样不仅能更好地服

务市民游客，也能活跃夜间经济。 建议人 曹智豪
>>>金点子五：制定安全规范
安全是一切的前提，建议滨江管理：一是要制定安全规范和

使用规则，并明确告知相关风险；二是实施安全检查，建立设备

定期检查维护机制，及时排除隐患；三是做好应急准备与反应，

配备必要的急救设施和设备，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

应对。 建议人 张旭东
本报记者 李晓明 整理

■ 圆桌话题：
在上海，15分钟不只是“时间刻度”，更是社区生活的“幸

福刻度”。居民身边大小事，能够在以15分钟为半径画出的

一个个“圈”里，收获“稳稳的幸福”。

“市民圆桌”围绕“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邀请了社区居

民、在地企业、居委会、业委会、政府职能部门近50人座谈交

流，从如何发挥在地特色，满足多元需求，如何推进蓝图落地

等方面展开讨论。本次“市民圆桌”由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

公室、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指导，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建议

征集办公室、黄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等

主办，新民晚报“新民帮侬忙”融媒体工作室协办。

■ 市民议题：
1.在地特色如何发挥？
“在社区生活圈规划编制过程中，我们更多考量的是基于

各个街道各个社区的差异，满足不同居民需求。”黄浦区规划

资源局规划管理科科长王蕾介绍，黄浦区作为中心城区，每个

街道都具有明显的特征。在社区规划打造过程中，会根据每

个街道不同的区域情况精准画像，找准定位，确定目标。

在设计师陈梦晗看来，小东门街道既有滨江金融办公集

群，又有高品质的现代住宅区，也有老城厢传统风貌生活区，

人口多元，空间多样，功能混合。经过充分调研和分析，社区

规划师与街道共同制定了“活力东门、多样社区”的目标愿景，

着力打造活力繁荣的场景，展现多样休闲生活方式。其多元

性和丰富度作为社区生活圈规划的模板，对于后续全区工作

的开展具有借鉴参考意义。

2.多元需求如何满足？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如何构建“宜居、宜业、宜游、宜学、

宜养”的社区生活圈，成为各方关心的话题。

不少居民反映，推进旧改让城市面貌更新，居住环境更

优，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不少配套便民服务设施还有待强

化。除了“买菜难”“配药难”外，上海市实验学校西校的初二

学生张令涵调研11家社区食堂后发现，现有的社区食堂存在

服务人手不足，服务时间不一致，有些食堂品质一般等问题。

座谈会上，还有市民代表指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

圈”，不但需要加强设施服务建设，也需强化托育网络的建设，

构建社区科学育儿的氛围环境。

此外，与会者们也建议激活“沉睡”资源，让社区闲置空间

蝶变重生，满足全龄各类人群对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的多元需

求。

3.幸福蓝图如何落地？
“配套服务设施如何精准匹配其社区需求，实施起来并非

一件易事。”小东门街道社区顾问规划师叶钟楠表示，规划实

施后，应该及时开展城市体检，对设施的使用情况进行排摸，

动态调整提供的服务。同时，通过互动式规划参与，收集各方

意见和建议，提高资源“复合共享”，在有限的空间里满足未来

3年到5年的变化需求。

以黄浦区为例，自全面启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以

来，坚持问需于民、求计于民，前期通过问卷调研、走访社区等

形式，进一步收集街道社区公众意见，贯彻“我的社区我做主，

我的家门我设计”理念，推动建成了一批使百姓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持续提升的项目。

■ 建言献策：
>>>金点子一：建便民生态圈
运用大数据手段，为家政服务机构、便民修理点、裁缝铺、托育社会公益组织等各行业的

运行搭建云平台，打造本地便民服务生态圈。 建议人 陆杨
>>>金点子二：完善配套设施
在步行  分钟的距离内强化居民菜场、社区食堂、医疗中心、药房等居民特别是老年人

日常需求的服务设施。 建议人 余解民
>>>金点子三：让社区可阅读
建议结合“一街一路”示范街区改造计划，打造多条文化风

貌展示轴。结合老地名、老路名、老建筑保护与开发利用，在传

承传统文化中，让社区可阅读。 建议人 杨怀卿
>>>金点子四：盘活闲置资源
小区周边原有的健身场馆退出后，一直闲置着，很是浪费。

相关部门可以与产权人协调，充分利用服务社区和周边白领。

建议人 莫淑江
>>>金点子五：推“盲盒”菜式
为了吸引更多人“走进来、坐下来、经常来”，社区食堂可以考

虑推出“盲盒”菜式，不断给居民提供“最食惠”的惊喜。同时，还可

通过开展社区厨艺大赛，促进交流、提升口味。 建议人 张令涵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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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民建议征集信箱（扫码进入，或通过

随申办“互动”栏、上海人民建议征集门户网站进入）

■ 新民晚报新闻热线：962555

■ 移动客户端：新民App“帮侬忙”入口
■ 微信公众号：新民帮侬忙
■ 今日头条号：新民帮侬忙

▲ 如何打造更美“城市秀带”，市民各抒己见 ▲ 市民座谈，希望社区生活圈满足多元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