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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苏河，延伸着河
湾、船埠、水岸、工业，漂流着
传说、故事、记忆、诗文、海
派。”在苏州河畔的一块石墙
上，一段描述老苏河印象的
文字让人浮想联翩，触动心
弦。如今，望着水波涟漪的
河面，这段曾经夹杂着工业
和生活气息的河岸，正在营
造滨水空间新风情。

继黄浦江之后，苏州河
贯通工程已全面启动，到
2020 年底，上海将基本实
现中心城区 42 公里岸线贯
通开放。记者从市一江一河
办获悉，今年苏州河两岸岸
线已实现约 35.8 公里贯
通，占 42 公 里 目标的
85%。

苏州河两岸贯通 35.8公里，完成目标进度 85%

漫步道跑步道串起苏河十八湾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杨玉红

    蜿蜒流淌的苏州河，河面

宽度 30至 40米，相比开阔的
黄浦江，却另有一番婉约气

质。“在建设世界级滨水区的
总目标下，黄浦江沿岸定位为

全球城市发展能级的集中展
示区，苏州河沿岸定位为特大

城市宜居生活的典型示范

区。”市一江一河办负责人表
示，形象来说，黄浦江两岸是

上海的“会客厅”，苏州河则是
上海市民的“后花园”。

“走通苏州河”、共享苏州
河两岸的“共有乐园”，是上海

市民百姓心中共同的祈愿。目
前，苏州河两岸滨河贯通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不断打通“断
点”，仅 2019年新增贯通段约

12公里。
市一江一河办负责人介

绍，在断点的类型上，有的是因为地

块上还有工地，比如普陀区 M50创
意园，围墙已经打开，等到周边施工

项目结束后明年年底就能开放，将
转型成全开放式街区；有的是被桥

梁河道阻断，比如黄浦区的乌镇路
桥，这一轮将改造桥梁，要有供人通

行的桥孔，目前正在做方案；长寿路

桥东岸也还不能走通，将结合北横
通道的建设，一并改造。还有一些地

块是被企业单位占用，比如嘉定靠
近外环区域有 600米岸线，现状基

本为工业用地，区政府与沿线企业
协调退让滨水空间，正在开展前期

手续办理，计划今年底开工；长寿路
桥北侧的不夜城地块，有将近 700

米岸线有待贯通，并将新建 M50人
行桥及临水栈道与普陀段连通。

打通断点的同时，各区也在积
极提升苏州河两岸贯通品质。黄浦

今年主要对东段（外滩至河南路
桥）、西段（乌镇路桥至成都路桥）

共 1.2 公里进行综合改造提升，明
年结合北京东路地块转型同步推

进中段改造。虹口重点是河口公务

码头段贯通以及沿线道路结合交
通组织优化进行品质提升，计划近

期开工建设。

﹃

徜
徉﹄

景
观
道

连
通
滨
水
空
间

    “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开放的

成功经验，对苏州河有借鉴意义，
但两者基于使用现状、资源禀赋方

面的差别，在设计理念、实施策略
方面又有区别。”市一江一河办负

责人介绍———
一是滨水功能有明显区别 经

过多年转型发展，苏州河已实现部
分功能转换，目前滨水以居住和公

共服务为主，而黄浦江在贯通前，
工业及仓储所岸线仍有一定比例。

二是权属与主体不同 相对于

黄浦江以大型企事业单位为主，苏

州河两岸主体多样且关系复杂，所

有权、收益权与转让权分割，特别
是涉及居民权益的小区较多。

三是尺度、 规模不同 黄浦江

流经市区的江道宽度在 300至 770

米，平均 360 米，基本是采用两岸

独立开发的模式。而苏州河流经市

区的宽度在 30至 40米左右，两岸
的联系紧密，其功能和公共空间的

开发密不可分。

四是空间形态的差别 苏州河
两岸特别是中环以内的开发已基

本成型，可用的地块较少且为狭长
型，滨水绿地的宽度较小，新建地

块不多，以改造和更新地块为主。
因此，黄浦江和苏州河在具体

的设计原则和理念方面会因地制

宜，有所差别。在贯通方面的要求：
黄浦江要求“三道”全线贯通，苏州

河则是要求做到漫步道、跑步道的

贯通，骑行道可结合市政道路因地
制宜地设置，同时更加强调通过跨

河桥梁建设实现两岸连通。在建设
重点上：黄浦江很多区域都是腾地

拆迁后的新建空间及设施，而苏州
河则是以对已有空间和现状设施

的改造提升为主。而在开放时限方

面：滨江公共空间全天候开放，苏
州河则因为考虑大量的居住小区

的管理安全，部分滨水空间是限时
间段开放。

“限时”后花园 疏通难点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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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今年苏州河两岸新增的贯

通开放段，市一江一河办负责人推荐
了三个不错的“打卡”点，本报记者实

地探访，发现这三处应该这么玩———

长宁虹桥河滨花园、 上海花
城段（见图①）

尽管没有小区的门卡，这一段可
以尝试从小区西边一墙之隔的虹桥

河滨公园进入，从健身步道沿级而下
就能抵达苏州河旁的亲水平台，对面

就是长风一号绿地。沿着亲水平台一
路向东， 就能看到这一段的沿河美

景，一旁新增的藤架、座椅、路灯、健
身器材、垃圾箱等设施，也十分便民。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以及华
院小区段（见图②）

这一段步道“身形”有些苗条，但
两人并肩同行还是没有问题的。 尽管路幅不

宽，但两旁的乔木、花箱错落有致，布置得倒有
些曲径通幽的意味。 步行动线时有变换，也不

会让人感觉乏味。有些地方还设置了很特别的
“座椅”，是“镶嵌”在步道与小区间的围栏“凹

陷”处，形成的坐凳式样。

普陀武宁路桥南岸到西康路桥段（见图③）

步道的色调蓝黄相间，格外抢眼，和两旁

的乔木、灌木搭配在一起，犹如在绿林中穿行
的蓝色小溪， 与苏州河并行。

在苏堤春晓名苑前，还设置了
一些高于防汛墙的临河观景

位，正对着苏州河河面，视

野十分开阔。 更为特别的
是，这一段可谓“水脉含着

史脉”，市民游客可以到宝
成桥下、玻璃罩中的铁轨、

小花园湾里寻找“苏河
十八湾”的故事。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杨玉红

    苏州河的“贯通”首先在于实

现滨水公共空间的连通，也着力打
造临水时视线通廊的畅通。然而，

在推进苏州河贯通的过程中，防
汛墙标高、既有桥梁风貌、空间腹

地局促等因素，对景观品质的提
升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受到苏州

河防汛墙 5.2 米标高限制，中心

城区很多区段临河不见河，亲水
性不够，滨水景观资源没有得到充

分发挥和有效利用。”市一江一河
办负责人表示，为此，各区都在采

用不同方式，结合实际地块进行亲
水性改造。

有一定腹地条件的区域，在贯
通时同步实施防汛墙后退、分级设

置等工程措施。在静安区和普陀区

光复路段、黄浦区南苏州路段、虹
口区北苏州路段等亲水性改造上，

就尝试把防汛墙“隐藏”到腹地，从
视线上把标高降下来。此外，在部

分人气足、商业氛围好、景观要求
高的区段，甚至可以参照国外经验

尝试采用平时开敞、汛期封闭等多

种应对方式。
对于部分跨苏州河桥梁仅仅

满足于水陆交通功能需求，与城市
景观不协调，与滨水公共空间衔接

不顺畅的问题，应结合两岸贯通和
景观提升工作进行改建或重建。以

黄浦区山西路桥为例，原来是河南

路施工期间设置的施工便桥，在桥
梁造型、风格、色彩、高度、两岸接

坡等很多方面都与两岸建筑、风景
不太协调。

局部区段受腹地空间限制，则
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比如华政

段的开放步道，因为目前既要考虑

不占用水面，又要确保与校园运行
的安全隔离，因此步道空间较为局

促，后续将结合校园整体功能提升
进一步改善步道空间；长寿路至昌

平路区段的西苏州路沿线，交通组
织调整为单向之后，可以释放更多

的沿河步行空间。

“苏州河的贯通改造提升与水
环境的治理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

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打造提升整
体公共空间环境景观水平的基

础。”市一江一河办负责人告诉记
者，陆域上的贯通开放和景观提升

与水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正在同步

开展。已经在开展的苏州河环境综
合整治四期工程，近期目标是到

2020年消除劣 V类水质，同步在
推进截污纳管、提升处理水平、治

理初雨污染、管控禽畜废水、综合
整治环境、健全防洪体系、提升排

水能力、优化饮水调度等方面共计
40余个工程项目建设。

“隐藏”防汛墙 畅通视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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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记者 周馨 裘颖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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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年底

将基本实现中心城区

42公里岸线贯通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