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公共空间贯通，浦江两岸如今已经

进入了下绣花功夫画好‘工笔画’的阶段，未
来如何画好‘工笔画’需要未雨绸缪。苏州河

要与黄浦江一起成为上海的魅力水岸空间，
成为上海打造卓越全球城市的一抹亮色、一

个新的增长极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市政协
委员凤懋伦一直关注上海的“金名片”苏州河，

这些年他陆续提交了 10件相关提案。在今年
的上海两会上，凤懋伦写的提案《关于对贯通

同步，谋划苏州河综合开发的建议》，期待苏州
河沿岸在贯通的同时，精心建设高品质公共空

间，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

境，“使苏州河两岸综合开发建设在高起点、高

水平上起步，实现‘迈向世界级滨水公共开放

空间’的愿景，打造为可漫步、可游玩、可体验、
可阅读、有温度的魅力水岸空间。”

吴榕美、周锋、马建勋、朱国顺等 87位政协
委员联署提案《关于上海黄浦江、苏州河沿岸近

现代工业遗产的建议》表示，黄浦江沿岸徐汇、
黄浦、虹口、杨浦和浦东新区等部分贯通区域，

将工业遗产纳入城市公共空间整体设计中，成

为滨江景观带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文化和创
意产业外，金融、商业、宾馆、餐饮等也进入工业

遗产建筑中，有助于工业遗产的可持续保护。

滨水空间该如何铸就？各个区都有规划，
不少已经付诸实施。苏州河南岸黄浦段作为苏

州河重要的门户段落，具有体现城市面貌和区
域形象，承担文化载体和容纳公共活动的潜

力。黄浦区组织开展并完成了《苏州河沿线环
境规划实施方案》，采用“上海辰光，风情长卷”

的设计理念，在沿河景观中体现上海的历史文

化、生活风情，提出“一带三段落”的景观规划
格局。一带为打造一条“有内容、有记忆、有活

力”的海派风情博览带，包括滨水功能带、水岸

休闲带、绿色生态体验带、艺术文化景观带、海
派人文风情博览带等，3个段落分别是：“苏河

之门”、“苏河之眸”和“苏河之驿”。
普陀区将建世界级滨水空间，规划建设河

畔“八大新景观”，打造 15处滨河活力点，包括
曹家渡电竞项目、木渎港等 7处文化娱乐类活

力点，梦清赛龙舟、长风生态商务区等 8处休

闲服务类活力点。规划图显示，活力点将和滨
河贯通道、活力街道相结合，打造主题休闲游

览线路，比如，22公里滨河游览道、9公里和 5

公里的文体运动道、5公里休闲探索道等。

未来可期，苏州河魅力滨水空间！

公公里里岸岸线线
新新故故事事新新传传奇奇正正上上演演
代代表表委委员员纷纷纷纷为为苏苏州州河河两两岸岸综综合合开开发发建建言言献献策策

“那一晚，一艘满载的驳船在苏州河泊岸了。他们托乡
求亲才搭上这艘便船。他们就是 ' 阿拉上海人 ' 的曾祖父、
曾曾祖父们，他们义无反顾地往岸上奋身一跃，我们的家
族之树因这一跃，而衍生出一支全新的支脉；上海也因这
一跃，渐渐演化出那令人爱怨交织的上海传奇！⋯⋯”这
是已故上海作家程乃珊的作品《苏州河，上海故事的开
始》里的一段真情告白。

2019 年 12 月 14 日，在西泠印社 2019 年秋拍现
当代油画雕塑专场上，刘海粟的画作《苏州河》以 3634
万元成交，再创这位著名画家油画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艺术中的苏州河如此“吃香”，现实里的苏州河，苏州
河岸线的贯通更受瞩目。今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2020 年底将实现苏州河中心城区 42 公里岸线的公
共空间基本贯通开放，打造市民休闲健身、娱乐观光的
“生活秀带”。上海的新故事新传奇，苏州河岸线基本贯通
将有新演绎。两会现场，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纷纷为
苏州河两岸的综合开发建设建言献策。

    一湾清水梦苏河。走通苏州河、离它更近

一些，是上海市民的共同祈愿。
市人大代表张蕴就是其中一员。她从小

在福建路桥附近生活长大，苏州河畔曾是她
与小伙伴们游玩纳凉的“圣地”。然而，随着河

道污染，慢慢地周围居民就离河远了。直到苏
州河治理工程陆续启动，水慢慢变清，老百姓

们开始重新享受到生态环境的福利，她也将

目光重新投回了苏州河，开始思考：如何让更
多市民与母亲河有更好互动？

“苏州河周围有不少居民区，基本把公共
区域‘关’起来了，群众只能远观、不能近看。自

从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贯通以后，市民对苏州
河两岸亲水需求的呼声也逐渐变大。”张蕴代

表说，这之中涉及一个“让利”问题，滨水居民
区外的市民和小区里的居民有不同想法。“封

闭小区要接收外来休闲的市民游客，会给管理

者带来很大压力，还有不少安全隐患，其成本
由小区原住民负担，其实也有一些不公平。”

外环线内的 42公里苏州河岸线，普陀区
占了 21公里，周边居民区较多，开放难度大。

如何解决“亲水需求”和“私人领地”之间的矛
盾？张蕴代表建议，可以尝试利用跨越、穿越等

方式，例如建设步道或者小型天桥等，在满足
贯通需求的同时，减少对居民区的干扰。

目前，苏州河两岸滨河“断点”“堵点”正
不断打通。市民的亲水愿望，正在逐步实现。

    “苏州河长宁段两岸空间的规划，我们十

年前就着手制定了。长宁的土地不多，这又
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服务的民生工程，我们

的想法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尽职做好，
为老百姓留下一个好的作品。”

认准一件事，就一张蓝图做到底。当年
牵头负责规划制定的市人大代表、长宁区建

设和交通委员会副主任、长宁区环境保护局

局长沈群慧，对此记忆犹新。“我们要做的不

仅仅是贯通，如果走到河边发现一片光秃秃，

肯定是不好看的，需要绿化美化。”点开一张

苏州河畔照片，沈群慧代表说，以前这里的马路
与河道离得很近，中间可供步行的区域很少，也

没有什么绿化，如今，乔木灌木等绿意开始填充
在这片区域中，在“螺蛳壳”里做出了“道场”。

为河畔步道戴上“绿项链”外，一些公共休
闲设施的设计也富有巧思。“这一侧的河道栏

杆是波浪形的，与水波纹理吻合，还有座位，居

民可以坐在那里休息。”沈群慧代表说，现在的
苏州河长宁段串联起沿线 9个公园绿地，着力

提升市民游客的慢行体验，今年长宁正全力推

进苏州河西延伸段的建设，5.4公里路段途经
风铃公园、海烟物流、临空园区等节点。

有河道，自然少不了桥梁。张蕴代表来自市
交通委，是桥梁的建设者、管理者、维护者。“苏州

河景观与黄浦江两岸不同，黄浦江畔多是商业楼
宇，做得亮一些没有关系，而苏州河沿岸居民区

众多，更需要有宁静安逸的环境。”张蕴代表认

为，苏州河上跨河桥梁的景观提升，包括色彩、
灯光的布设等，需要配合沿岸建筑综合设计：小

的，如西康路步行桥，可以精致一些；大的，如武
宁路桥，可以恢弘一些；特别的，如华东政法大

学沿河段，可以结合校内历史建筑风貌，打造成
苏州河这条“珍珠项链”上最美的“吊坠”。

    沿着普陀区景源时尚产业园旁 1.6公里

长的苏州河滨河步道行走，宝成桥一侧的口
袋花园让人眼前一亮。被称为口袋花园，是因

为此处花园面积约为 1905平方米，且地处内
环线内，是环线以内少有的绿化集中地，相较

于周边的园区、居民区，它的位置“四面逢
源”，东接景源时尚产业园，南接创享塔，北临

苏州河，西接苏堤春晓小区。当初因为其独特

位置，设计单位设计时赋予它多项功能，如小
区居民的后花园、创业园区的休闲广场及苏

州河历史文化映射点等，让游客、上班族在观
景休憩的同时，还能了解到苏州河历史文化。

“我很喜欢这个公园，几乎每天都来这里

散步、休闲，看看河边的风景，听听流水的声

音，蛮适意的。”苏堤春晓小区居民李老伯告
诉记者，住这个小区最大的好处就是靠近苏

州河，所以当初买房选择了这个地方。
“还岸于民，沿途有风景。”苏州河普陀段

岸线共有 19个断点，2018年 10月，普陀区
全面启动了苏州河（普陀段）贯通及景观提升

工程。区职能部门和长寿、长风、长征、宜川等

街道、镇，共同编制了《苏州河普陀段断点贯

通任务计划书》。与黄浦江两岸贯通“堵点”多
在工厂的情况不同，苏州河两岸“死路”和“断

路”大多在居民小区，贯通难度比较大，市政协
委员刘毛伢认为，“可以通过建造水岸回廊、绕

行通道、岸边栈道、观光平台等方式，构建景观

步道，使得岸线贯通、畅达，为市民苏州河旅游
和休闲提供充足的滨河公共空间。”

苏堤春晓小区沿河段设施老化、绿化品质
欠缺，业主以安全问题为由拒绝贯通开放。经过

协商，建设方采用通透围挡分隔住宅楼和沿河
通道，而且设置了技防系统，从而确保业主安

全。由于苏堤春晓沿河段腹地开阔，建设方将这

里改造成二级防汛墙，提升景观品质。这一举动
受到业主欢迎，打开了小区和心里的“那堵墙”。

苏州河沿线“开放、共享”的建设理念，也得到了
M50创意园园区方充分认可，打破围墙，实现

了全开放式园区。目前，苏州河普陀段断点基本
实现贯通，今年将重点对 21公里岸线进行景

观提升，在北岸从长风公园到祁连山南路，在长
4.3公里的岸线区域内将建成岸线公园。

步道景观如何设计？绿项链

宜居生活如何构建？彩秀带

滨水空间如何打造？金名片

亲水需求如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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