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
国
劳
动
组
合
书
记
部
旧
址
陈
列
馆

6-7
2020 年 11月 16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王文佳 视觉设计 /邵晓艳

▲

河
滨
打
通
后
，苏
州
河
两
岸
成
了
家
门
口
的
健
身
场
、露
天
的
公
园
氧
吧

▲

四
行
仓
库

    再过 1个月，静安段苏州

河上将又通一座新桥———昌
平路桥。

昨晚新桥亮灯测试，美轮
美奂，水岸增辉。远处眺望，这

座横卧在苏州河东段的白色
桥梁，在斑斓的灯光映照下，

宛如一弯新月；与倒影相连，

又仿佛是一只带着笑的眼睛，
凝视着苏河两岸风光。难怪设

计者称之为“苏河之眼”。
这座桥的诞生，曾是很多

人的期待。作为北横通道附属
工程，它不仅是缓解中心城区

交通压力的重要市政工程项
目，也是静安、闸北两区合并

后的重大民生工程，打通了新
静安南北的生活与经济轴线，

昌平路桥往西，可通往老静安
的曹家渡、静安寺等主要商业

区域；往东，连接起老闸北火
车站、不夜城地区。

两区合并后，苏州河静安
区段同时拥有了南岸、北岸两

面风光。可以说是一个转角一
种风光，四季满河亮点不断。

但必须有桥，才能形成机动车
和慢行交通的全面对接，推动

苏州河静安段滨河步道、休憩
站点、绿化景观的进一步升

级。因此，未来还将有已经规
划的安远路桥、M50桥等慢行

桥梁跨越苏河，连通两岸。

据静安区建设管理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苏州河岸线静

安段约长 6.3公里，北岸西起
远景路，东至河南北路，长 4.7

公里；南岸西起安远路，东至
成都北路，长 1.6公里。随着

贯通提升工程的推进，这里将

打通一处断点、打造两个样板
段、串联六大节点，构筑苏州

河独一无二的标志性滨水公
共空间。具体说，就是实施“1+

6+2”工程，形成“一轴”“两带”
“六点”的景观格局。

目前，苏河湾岸线仅存的

断点，是长寿路桥以北至远景
路长约 700米的空间。这处断

点，沿途涉及央企、国企、民营
企业等数十家单位，还涉及一

个居民小区，直接打通难度和
影响都比较大。经过政府部门

多方协调，最终确定通过企业
“让出一点”、步道“架空一

点”、立面“美化一点”的方式，
以“栈道+地面步道”方式打

通，并同步实施沿线建筑外立
面整治。其中，栈道段（长寿路

桥至苏河一号）长约 300米；
步道段（苏河一号至远景路）

长约 400米。
这种打通断点的方式，也

将成为苏河沿岸滨水空间“一
轴”的核心架构———联通立体

空间，跨越城市轨迹。具体做
法是：沿河岸设立凌空栈道，

连接各个独立的场地，将平面

转化成立面，解决视线及空间
连通问题；设置垂直绿化，美

化城市绿色界面；高架桥下空
间活化，更新利用场地，激活

空间活力。
所谓“两带”，则是优化交

通功能，实现三线贯通。具体
做法是：在苏州河两岸设立单

向车行道和禁机动车慢行道，
弱化滨河机动车交通功能，提

升空间尺度舒适度，拓宽滨水

公共活动空间。这也是苏河湾
改造的最大亮点之一———以

人为本，构建宜乐宜游的慢行
空间。也就是说，虽然位于市

中心最繁华的“腹心”地带，但
为了提升市民感受与体验，这

里未来在美起来的同时，还将

“慢”下来，成为滨水休憩体验
和景观游览的绝佳去处。

为此，苏州河静安区段滨
河岸线通过整合现有道路，将

快速交通和慢行交通分流，构
建起完整的慢行道路系统。目

前，共和新路以东段光复路、
北苏州路已实现禁止机动车

通行，条件成熟后，共和新路
西侧也将采取机动车单向通

行的措施。
对于“跑步一族”这无疑

是一大福音。据介绍，静安区
将沿着苏河岸线构建多个环

形“跑道”：通过串联沿线多座
跨苏州河桥梁，无缝衔接形成

环通的慢跑线路，兼顾各类人
群的需求，为市民提供了健身

休闲的好去处。在此基础上，
苏河沿岸还将营造多处各具

特色的“休憩”空间，增加便民
设施，提升景观品质和游憩功

能，加强滨河与腹地的联动。
所谓“六点”，则是要演绎

“苏河舞台”，点亮水岸花园。

具体做法是：借助市中心稀缺
的公园腹地，重点打造六个苏

州河水岸节点：不夜城段凌空
栈道、长安路绿地、蝴蝶湾公

园、福新面粉厂段、四行仓库
段、上海总商会旧址段。

    从北京西路沿成都北路北

行，不久就能看到一座石库门风
格的建筑。五个一字排开的门洞

前，五星红旗风中高扬。这里就是
修缮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陈列馆正门。
静安区文史馆馆长朱润告诉

记者，99年前，就是在这座石库

门建筑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宣告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公开

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也是中华
全国总工会的摇篮。

去年 10月 1日，经过 8个月
的精心修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旧址陈列馆重新恢复对公众开
放。此次修缮，整体建筑在“修旧

如旧”文物保护原则下，进一步提
升建筑质量，既展示上海石库门

建筑的历史风貌，也呼应“从石库
门到天安门”的理念。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市民
的热情依然高涨。在预约参观的

限制下，去年底至今参观者已经
突破 4万人。其中最让朱润印象

深刻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婆。
“她来了好几次，每一次都看得很

认真，后来她告诉我，她家就住在
纪念馆斜对面，从小就看着这座

建筑，但从来没有来参观过。这次

修缮勾起了她的好奇心，说一定
要来看看。”

在苏州河岸线的贯通提升过
程中，通过各种方式传承红色基

因，保护珍贵的城市记忆，成为一
大亮点。在各方努力下，苏河湾历

史文化宝地正在逐渐激活，分布

沿线的老建筑不再“沉睡”，而是
通过公共空间叠加历史、文化等

多种元素，使城市空间、自然与人
文融合互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

独特体验。
比如上海总商会，这栋坐落

于北苏州路 470号的老建筑的修
复，花费数亿元，邀请多位专家及

十多家专业机构参与，终于重现
旧时风华。

苏河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幢大楼当

时由英商通和洋行设计建造，立
面以清水红砖为基调，饰以精美

的水泥仿石柱饰，突出巴洛克风
格的装饰，具有西方古典主义风

格特征。修缮团队进行了砖面修
补、表面增强、勾缝修补、泛碱处

理、拼色处理、憎水处理等多个专
项工艺的研究和实验，保留了原

来的特色。
为了修旧如旧，在很多细节

上，修复团队可谓做到了极致。比
如南入口门厅的地面上的马赛克

拼花图案，以曼茶罗为原型，饰以

巴洛克卷叶舒花。修缮团队除了
对马赛克表面进行最低强度的清

洗，并用养护剂还原本色，还专程
到原产地寻找替代品，最终复原

出来的图案，历经百年，依旧鲜艳
生动如初。

又比如地处苏州河边光复路
上的上海福新面粉厂旧址，曾是

我国民族资本代表人物、“面粉大
王”荣氏兄弟创办的近代上海最

大的私营机器面粉厂，由一幢厂
房、一个堆栈组成。

目前正在保护性修缮建设中
的福新面粉厂，将全力保留昔日

福新面粉厂的历史原貌，不但建
筑外立面保持清水红砖，而且在

内部区域风格打造上，也将沿用
清水红砖的设计。按照原貌全面

修复后，焕然一新的建筑将由苏
河湾建设管理委员会、苏河湾控

股公司招商发展总部经济引进中
外知名的金融、商务、文化创意类

的企业入驻。

    回望历史，苏河湾一直占据着

上海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作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工商业金

融中心之一，见证了百年风云变幻，
被赞誉为上海的“都市之心”。

总面积 4.3平方公里，区域交通

便捷，距人民广场直线距离 800米，
距陆家嘴直线距离 1200米，拥有 5

条轨道交通，6个多线换乘车站。这
样的区位优势，如何变为未来的竞

争优势，成为苏河湾规划发展的重
中之重。

据苏河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随着苏河岸线的全
面贯通提升，面向未来，苏河湾区域

已经成为静安区“一轴三带”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以“产城融

合，人性尺度，文化传承，生态低碳”
为规划理念，打造“水脉、文脉、绿

脉、人脉”四脉合一的“人文休闲创
业集聚带”。

昨天，记者来到裕通路上的静

安国际中心探访。这座位于静安区
“一轴三带”中心点的大型综合体，

不仅填补了苏河湾地区的商业空
白，也通过高品质的环境设施为区

域打造中央活动区新地标提供了资
源优势和载体基础，吸引了各类跨

国公司和知名企业入驻。

苏河湾的西片区和南京西路一
桥之隔，目前已经汇聚了宝矿控股、

凯德集团等知名开发商和跨国地区
总部企业，包括 WPP、德司达、三得

利、海斯坦普、维益食品等。未来，苏
河湾西部地区将继续无缝衔接南京

西路集聚带专业服务业企业，形成

高端商贸集聚区。
苏河湾中部地区有全国首家国

家级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自
2010年成立以来，园区集聚了 300

多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包括任仕
达、万宝盛华、海德思哲、米高蒲志

等跨国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人才大
厦”汇集了 60余项公共服务功能一

站式整合，对所有入驻园区企业以
及个人设立专门窗口，提供“一门

式”服务，配套完善服务便捷。经过
九年的努力，中部地区形成了以“人

才大厦”为核心，南有国际园、北有
创新园，“一河两翼”人力资源产业

集聚的态势。
苏河湾东部地区以“绿地成系

统、步行成网络、地下空间成街坊、
高层建筑成组群”为规划理念，着力

推进形成历史风貌保护与高端商务
相融合的金融创新拓展区。其中不

仅有四行仓库、上海总商会等历史

保护建筑，还有延陵寄庐、福新面粉
厂等独栋保护保留建筑。

同时，在整个东部地区将建成 5

栋 200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包括

上海中粮广场及华润华侨城苏河
湾，承接陆家嘴 CBD 溢出，刷新上

海城市的天际线。全球第四家宝格

丽酒店也落户于此。
为扩大苏河湾区域人力资源产

业园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苏河湾
公司协同市区相关部门，打造品牌

活动。已成功举办了“苏河湾论坛”、
全国人力资源产业园区论坛、“梅园

论剑”系列论坛等，大大提升了园区
的辨识度，增强了园区的品牌效应。

而根据静安区“全球服务商计
划”的发展目标，苏河湾区域还将着

力打造“全球人力资源服务共享中
心”，聚集最具影响力的人力资源公

司与组织。“全球人力资源服务共享
中心”将依托“技术、资本、组织、人”

四大元素，导入八大功能，更好地为
“全球服务商计划”及上海“四大品

牌”的战略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将静安打造成为全球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的“硅谷”以及中国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地标性的引领之地。

    如果说，黄浦江是上海的“会客厅”，

那么苏州河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后花园”。
苏州河的变化，住在河边的居民最有发言

权。
70岁的高雪兰，家住康定东路 33?

世德里，河水从家门前流过。“当年刚搬来
不久就生了女儿，现在女儿都已经 40岁

了。对于苏州河，我们这些老上海都是有

很深感情的。看着她一天天水变清、岸变
绿、景变美，真的是开心啊。”

谈到苏州河这些年的变化，高雪兰脸
上始终带着自豪的微笑。她说，一些早年

搬走的老邻居，虽然住进了高楼，但每次
回到这里还是忍不住羡慕：“你们这里现

在环境好了，活也要多活几年。”
高雪兰对此很认同，在她看来，“环境

好了，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收获”。所以尽
管年过七旬，她依然坚持每天 5点就起床

去河边慢跑。“河边修起了步道，绿树成
荫、鸟语花香，跳舞的、健身的、娱乐休闲

的人多了，就连附近的白领午休也会来逛
逛。尤其是吃完晚饭，住在附近的都习惯

到河边走走，散散步。老邻居们碰上聊起
来，都感叹这条河真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高雪兰口中的河边步道，就是苏河湾
静安段的最大绿地蝴蝶湾。这里不但绿草

如茵，各种设施也建设完备，有平整的步
道，有休憩的凉亭，有路灯，有喷泉，有公

厕，还有公共运动场……因为深感一切得

来不易，高雪兰格外珍惜，她加入了街道组
织的“青青护河队”，当了一名巡河志愿者。

“碰上遛狗的、乱扔垃圾的，我们都会上前
劝说，大家一起把这条河的环境保护好。”

石门二路街道恒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徐隽告诉记者，高阿婆的想法，其实是很多

居民共同的感受。“苏州河的贯通提升，真

正体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当苏州河两岸成了家门口的健身场，

露天的氧吧公园，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居
民们不但自发参与绿地的治理，还组织各

种拍照采风活动。”
39岁的钱凤就是这支“青青护河队”

的队长。当了 8年的社区工作者的她，也在
苏州河边住了很多年。“所以我主动申请当

了这一段河水的‘民间河长’，我们制订保
护母亲河公约，每天巡河，阻止少数游客不

文明的行为，共同维护母亲河的健康美
丽。”

谈到今年苏州河将完成贯通提升，钱
凤和高雪兰都充满憧憬。“通了路、通了桥，

以后散步走得更远了。天热了，去河边透透
气，听得见鸟语，闻得到花香，最好再增加

几条公交线路，逛累了就坐车回来。”“如果
能在河边修建一些科普基地，普及生态文

化，让下一代了解爱护母亲河，了解上海这
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那就更好了。”

都市之心 鸟语花香 宜业又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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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记者 周馨

 首席记者 潘高峰

    苏州河一路蜿蜒流淌， 在静安地
域优雅地划出一道亮丽的弧线， 由此
诞生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苏河湾。

历史上， 这里曾是中外资本竞逐
的热土，集聚了 17家银行和仓库，素
有“黄金走廊”之称。有人甚至将之比
作沪上“清明上河图”。

虽曾因严重污染明珠蒙尘，但
这条母亲河始终是上海人魂牵梦萦
的所在。 从上世纪 90 ?代开始河
道综合治理，到沿岸地区成片的旧
区改造，再到如今两岸公共空间贯通
提升……可以望见的未来， 苏州河沿

线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
水区， 也是特大城市宜居生活的典型
示范区。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 母亲河已成为市民共享的
“人民之河”。

上周末， 市领导再次调研苏州河
滨水空间贯通， 要求把最好的岸线资
源留给市民。 而据此前“一江一河”办
负责人透露， 苏州河 42公里岸线贯
通已突破 92%， ?内基本贯通目标不
变。见证新与旧的碰撞、现代与历史的
融合，位于城市“心脏”地带的苏河湾，

未来将会描绘出怎样一幅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