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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城中村 加速绽新颜

上海着力推动城市更新“更上层楼”

从“城中村”到“新天地”

今年 69岁的青浦居民孙永明，

是蟠龙老街的“原住民”。“古镇焕新

后， 我们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生活品质也更高了。 ”

改造前， 蟠龙城中村的小工厂、

小作坊、仓库与民宅犬牙交错，古建

筑、老街道逐渐衰败，河道因部分淤

塞水质较差，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当地

居民的生活品质。

如今，这个古镇已成为一个集水

乡底蕴、艺术人文、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蟠龙天地”。

青浦区副区长肖辉表示，为改变

千年古镇逐渐破败的颓势， 该区于

“十二五” 期间启动蟠龙古镇及周边

地区改造，“我们以动态保护历史文

化风貌区的方式，在保留传承文脉的

基础上，对蟠龙古镇进行整体改造与

再利用开发。 ”

极具江南韵味的蟠龙古镇作为

上海 3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有

1400多年历史。“我们将古镇的历史

和文化肌理，以及原本的居民在此的

生活印记提取出来，再塑造出现代化

场景。”肖辉表示。蟠龙天地拥有十字

街、程家祠堂、滨水商区、粮仓艺术酒

店等特色场景的古镇焕发新活力，成

为江南水乡风情休闲区，赋予古镇居

民新的消费场景。

截至目前， 蟠龙天地汇聚 140

家品牌，包括近 20家上海首店、超过

60家区域首店， 其中不乏全国首店

及特别概念店，涵盖文化体验、户外

运动、设计家居等多元业态。

千年古镇变身潮流打卡地标，是

上海城中村改造提速的缩影。上海近

日印发《上海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

（2023—2025年）》，开展城市更新六

大行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其中，

城中村改造是人居环境品质提升行

动中的重要部分。

据上海市住建委数据，截至去年

年底，全市待改造的城中村点位数为

679个，约涉及 10.7万户居民。2014

至 2020年认定的 49个城中村改造

项目中，已完成动迁收尾的有 40个。

2021 至 2022 年新批准的 13 个项

目中，有 7个项目已启动房屋土地征

收， 其中 4个项目已处于收尾阶段。

受益于城中村改造项目，已有 2.7万

余户村民改善了住房条件。

“今年上海计划启动 10个改造

项目，改造老旧村居房屋不少于 130

万平方米，受益居民将达 4000户。 ”

市房管局局长王桢表示，“根据行动

方案，到 2025年，上海中心城区周边

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面启动。 ”

落地“城市微度假”概念

“这种古镇的保护与创新之间该

怎么结合，就是摆在城市更新企业面

前最为现实的问题。城市更新最难的

一点，是面对厚重的历史，怎么把历

史转化为现代语言、融入当代人的审

美、变成当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很多

不成功的模式是停在这一步。 ”在瑞

安新天地行政总裁张斌看来，城市更

新的第二个难点，在于“千年的古镇

没落到一定程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是住户、作坊与小加工厂常年随意排

污，面对危房、黑臭河道，保护跟创新

之间怎么结合？ ”而第三个挑战在于

商业模式，一定是要有系统全面的解

决方案，“不能保留了建筑， 忘了商

业。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更新

需求也日益迫切， 在这一过程中，伴

随大量优质商业项目的诞生，其中也

不乏“披着古镇外衣的小商品城”，以

及不同城市间批量复制的标准化模

板，而今，城市更新也到了寻找突破

的时候。 在城市更新领域，特别是涉

及古迹项目的城市更新，简单复制标

准化产品的逻辑完全不成立，原因就

是时间、地域、人，这三个变量。 尽管

更新开发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

传承和保护、创新的商业模式和现代

人的结合， 但加入三个变量之后，就

完全不同了。社区里最有意思的是多

元内容和人的多元复合，“应该去卖

的不是一个点， 是一条线甚至一个

面。 ”

蟠龙天地此次的“城市微度假”

概念，也向外界释放了对于社区模式

探索、公园商业打造等的全新思考。

综合自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

白墙黛瓦、檐角飞翘、草木生辉，浓浓的江南气

息含于古韵之中， 富有现代设计感的特色商铺琳琅

满目、 引人驻足。 作为上海首批城中村改造项目之

一， 位于青浦区徐泾镇有着千年历史的蟠龙古镇焕

发新颜，在“五一”假期对外开放，小长假接待了 110

万人次的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