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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看 人人谈苏州河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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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辆共享单车，歪歪斜斜地停放，甚至出现在

不该出现的地方，妨碍市容，阻碍通行，市民“吐槽”频
频，管理部门“头大”……共享单车的无序停放，长期

以来是市容管理的“老大难”，而奉贤区奉浦街道根据
市民意见，与企业联手协作，巧用 10厘米的“蓝牙道

钉”，探索难题的破解之道。
去年 1月，奉浦街道宝龙广场和水星家纺附近的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个 10厘米左右的“蓝牙道钉”。这

套“蓝牙道钉装置”的研发历时半年多，是政企联手的
创新合作成果———政府提供调试平台，哈啰出行提供

技术支持。
道钉采用“GPS+北斗+wifi+蓝牙”的四重技术精

确定位，控制精度可以控制在 0.7米以内，停放误差可
说是“纳米级”的，而以往共享单车 GPS定位系统误差

可达 20米。市民停车时，“蓝牙道钉”会和单车上的锁

产生交互，自动识别单车是否停在指定区域。如果在

规定范围外停放，智能锁拉上后会立刻松开，手机也
会同步弹出规范停车的提醒。如果用户始终没在规定

位置停车，系统最多会扣除 4小时车费。
除此之外，奉浦街道还“多管齐下”破解共享单车

乱停难题。比如在辖区 39个小区门口，增设共享单车
停车位，各公共区域、企业和商圈内部，也划分了停车

位。与哈啰公司沟通后，还开设多个临时驳运点，缓解

运营方驳运单车的效率和成本问题。
又如，在宝龙商圈和水星家纺增派试点维护人员，

街道执法人员也增加检查力度和夜间排查次数。在“蓝
牙道钉”区域，水星家纺周边市民已基本能规范停车，

位于地铁口的宝龙城市广场的管制力度也加大了，基
本实现有序停车。如此，企业维护人员也减少至两人

次，能够更迅速地处理单车维修和摆放的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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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车乱停乱放？ 小小“蓝牙道钉”破解

    油烟扰民、占道经营、飞线充电、旅馆违建……地

处南来北往旅客众多的上海南站石龙路，曾经脏乱不
堪，居民和商户矛盾不断，市民投诉频繁。这一切，在

“金龙宜家”居商共治组织出现后，悄悄地改变了。

“金龙宜家”居商共治组织由徐汇区漕河泾街道金
牛居委会牵头，成员由路长、居民区党组织、物业公司、

居民代表、商户代表组成。成立后，共治组织多次走访居
民和商铺，听民意、摸实情、出实招、破难题，搭建起了金

牛苑小区与石龙路沿街商家间的定期沟通联系平台。
共治组织参与街区自治的“大手笔”，是石龙路的

改造。在前期规划时，街道聘请了社区规划师，也邀请

共治组织成员讨论，了解日常巡查中发现的问题，以
及商户、居民最迫切尖锐的意见建议。改造后，陈旧凌

乱的店招店牌装上统一的吸顶灯，破旧卷帘门被同一

色玻璃移门替换，既好看也杜绝跨门营业，人行道也
装上了花箱，商铺前规划了非机动车停放点。

道路变好看了，沿街 66家商户得益的同时，也有
了参与感和归属感，“共治共享”成了吸引客流的“生

意经”。他们签署了“六无四好”倡议书，不再乱扔垃
圾、乱倒油污、乱贴涂写、跨门占道，更自觉做到垃圾

分类和食品安全，小区居民与商户的紧张关系也缓解

了不少，共建共治共享的氛围逐步形成。
如今，共治组织建立的商铺日常管理小组，每周

都会对沿街商户开展门责自查和规范经营行为检查，
至今已组织 30余次整治清理和宣传动员活动，街区

面貌焕然一新。

石龙路投诉多？ 商铺自治成“生意经”

    早晨 9时半，家住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金藤苑的

张老伯来到街心花园，和邻里们打牌下棋。整洁的道
路和围栏里透出的花朵，让他心旷神怡。“以前这里是

‘三不管’，车子乱停乱开，天天堵，有时连派出所警车
都开不出来。”他连连感慨。

中大块区域内，共有 8个居民区、近 5000户居
民，登记机动车近 1600辆。调研发现，道路及车辆管

理问题非常突出，部分路段宽度不足 2米。排水不畅、

绿化问题也是居民反映的重点。
一场“美丽街区”改造，让背街小巷成了人人管、

人人爱的休闲场所。前期，浦兴路街道成立了由街道、
居委、单位、居民等组成的“中大区域共治筹备委员

会”，将通行安全、停车困难、基础设施较差等问题列
入“美丽街区”建设重点。

中大区域共治委员会拟定了项目管理、交通组
织、宣传发动等保障性措施，并落实沟通、协调、解释

和处理等工作。30多名居民自发成立了宣传队，宣传

解释改造计划，得到多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此外，引
导车辆单向通行、保护绿化等也都有居民自发维护。

改变，悄然开始。首先，实行街坊封闭式管理，在 3

个道口安装收费道闸，新增 16个监控摄像头，并与小

区收费系统及城运监控系统联网。其次，重新划停车
区域，改建雨水污水排水管线，拓宽部分道路，将路面

调整为沥青，全区域实行单向通行。再次，调整绿化布

局，利用空间立面融入文化元素。对古色古香的口袋
公园进行改造，建造“粉墙黛瓦”的影壁长廊，对仿古

凉亭也进行了整修，保留爬满花藤的长廊，让居民能
歇脚休息。

如今，街区的改建已完成，不仅盘活了 400多个机
动车停车位，还实现了街区整体提升。“政府主导、多元

共治”的理念通过中大共治委员会而得到实践，为提
高社会满意度和居民获得感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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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管”天天堵？背街小巷获得新生

    江阴路街区位于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覆盖约

2500户居民。这里曾是名人商贾集聚地，是几代上海
人的回忆。但随着岁月变迁，街区逐渐陈旧，沿街立面

没有统一主题，居民房屋老旧，配套设施不完善，由此
带来不少问题。

硬、软环境的提升，能带动文化复兴和情感回归。
江阴路街区的更新从硬件老化、居住功能不完善入

手，政府、社会、居民“三位一体”全方位参与。前期，街
道拆除违法搭建 4000多平方米、占道摊亭棚 3个，取

缔无证照经营 21户。对小区出入口门头、铁门、岗亭

等更新改造，优化电子门禁系统，增设 3处市民休憩

点和景观小品，打造中心城区“慢行街区”。通过技防
设施全覆盖、海绵城市以及新能源利用、晾衣和照明

体系整合、立体绿化改造等方式，融入智慧社区、绿色

社区、生态社区理念。在人文方面，尊重历史和原貌，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开展居民访谈、征集老照片和对

比相邻街坊，用技术手段恢复清水墙、雕花砖、门楣等
的风貌，并由设计师为商家提供量身定制的外立面设

计方案，动员商家自发出资更新门面。
街区更新是自我修复的过程，政府前期投入只是

火种，居民自治活力的激发才是不竭动力。在街区更
新过程中，居民全程参与———设计阶段，开展需求调

研、社区讨论和方案公示，通过公众号发“征集令”；建

设阶段，借助居民区“零距离家园”理事会平台，每周
开展社区协商，同时组织大家共同参与艺术创作、主

题导览、城市行走和摄影写真，为美丽街区建设贡献
自己的力量；建成后，周边居民和商家也建立了长效

机制，小区绿化认养、公共设施维护、非机动车文明停
放、共享空间使用管理、商居睦邻联动等项目，都以居

民自治的形式常态化。

房屋老颜值差？ 居民自治家园变美

上海 人人民民 建建议议 征集

阿拉为苏州河滨水空间补短板
    去苏州河边“白相”，卫生

间在哪？绿地里的花草树木，如
何了解它们的花期和习性？玩

累了想歇歇脚，哪里可以喝杯咖
啡，尝些美食？老中青不同人群，

是否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游玩
方式？苏州河的历史文化和工

业遗存，怎样才能更亮眼……

去年底，苏州河 42公里岸
线基本实现贯通，上海母亲河又

一次“华丽转身”，成为沪上热门
的滨水新空间。为了让“徜徉苏

河”体验更佳，3月 4日，上海市
人民建议征集办、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联合新民晚报社，邀
请市民代表前往苏州河滨水空

间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将市
民对苏河沿岸的热切期待和真

挚建议传递给相关部门。

滨水空间令人流连
河中水鸟蹁跹，岸边桃红

柳绿，苏州河普陀段的长风一

号绿地，不久前刚改造完毕试
开放。绿地中，几株紫红色的玉

兰吐露芬芳，不少市民放着风
筝、慢跑健身，在建的少儿图书

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将为孩子

们提供户外空间。
尚未完工的长风二号绿

地，则建于上海试剂总厂旧址，
保留了近 70米高的烟囱和部

分老厂房，前期还曾作为上海
游艇会用地。如今，这里改造成

整体贯通的沿岸公共空间，将
打造以儿童阅读、户外亲子、滨

河休闲为主题的地标。记者看
到，烟囱广场改造一新，地面铺

装透水沥青，还装上了旱喷，新
建了观景高台。数十株移植而

来的银杏，将在秋季营造遍地
金黄的景观。

而在创享塔附近的绿道，
可算是“苏河十八湾”最具代表

性的景观。天蓝色漫步道格外醒目，
树影婆娑、百花争艳，散步的人群构

成了迷人的生活画卷。苏堤春晓、河
滨香景园、半岛花园……这些住宅

小区打开“后花园”的故事，令大家
啧啧称赞，苏州河岸线普陀段 21公

里 19个断点陆续打通的艰难，也让
市民代表们深感不易。

市民代表畅所欲言
尽管美景怡人，市民代表们心

中还有不少疑问。比如一号绿地里

是否可以放风筝，非机动车如何管
理，植物是否有铭牌？二号绿地区域

整体如何定位，码头是拆除还是保
留，老厂房今后的功能是什么？这些

都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座谈会上，市民们面对主管部
门和设计单位各抒己见。对此，普陀

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长寿路街道
和设计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一作答，

对无法确认的问题记录在案，以供

日后参考。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市容管理

处处长王永文表示，市民畅谈

了关于苏州河的 18个元素，涉
及空间时间、特色展示、运动文

化、生活生态、野趣情趣等，归
纳起来就是人与城市、人与社

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市民
观察团，每双眼睛都是神经元。

市民的优秀建议将分阶段、分

步骤、分区域地逐步采纳。未来

更要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管理
部门和群众之间的长期沟通。”

他说。

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刘训超
表示，市民代表看市容、谈市

容，最终将落实到群策群力管
市容。重大民生项目和重大工

程实施前，应广泛听取市民意
见，而此次联合主动征集是种

首创，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市

民代表的建议意见，或将吸纳
到今后的规划中，实现良性循

环。

六类问题成为热点
记者获悉，在前期关于苏

州河的人民意见建议征集中，

公共空间的休憩、如厕、科普、
亲水平台、不文明行为劝阻、环

境卫生等六大类问题，成为市
民关心的热点。

■ 公共空间的休憩 沿岸

空间提升项目中，都设有娱乐、

休闲配套设施。 但沿线仍有较

长距离的点位，缺乏休憩空间。

建议设置驿站，规划座椅，改建

设施供游客、居民休息。

■ 如厕 苏州河沿岸 300

米范围内，有 42座已建开放厕
所，22座在建厕所。但部分是社

会公厕，不在河边，部分厕所分
布不均，部分无厕纸。 建议排摸

厕所，将失去指示功能的牌子收
回，统一制作指示牌。 将公厕位

置录入导览图和各查询类
APP。 放置移动厕所，合理布局驿站。

统一保洁标准， 各区按最高级环卫公
厕标准，解决厕纸、热水等需求。

■ 科普 随着河边绿化提升，许
多珍贵的树木花草被引入。应做好科

普工作，让周围居民、游客更好地了
解周围的植物。

■ 亲水平台 防汛墙一层层，亲

水平台不亲水，这是很多游客提出的
问题。对此，普陀区优化提升了方案，

将绿化带距离缩短， 改建亲水平台，

拉近人与水的亲密关系。

■ 不文明行为劝阻 遛狗不牵
绳，防汛墙上钓鱼，非机动车乱停

放……针对乱象，“一江一河” 公共
空间地方性法规正在制订中，各区和

街镇也加强了沿岸巡查， 增加了 14

?市容保障队伍，劝阻不文明现象。

■ 环境卫生 诸多河边网红地，

吸引了很多人“打卡”，环境卫生矛盾
突出。对此，各区增加了 53处按最高
标准保洁的路段， 并建立 12?自律

组织， 对周边商户宣传自我约束，共
同维护环境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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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教育学院德育双中心副主
任、?山区政协委员

    小景观命名：是否能考虑为苏州河沿
岸建设作出贡献的小区和单位，既能体现他们的付

出，也能增强其主动维护的意识。小循环建设：苏州
河比黄浦江更灵动，可将游线设计成“小循环”，市民

可以兜一圈回来，不用拥堵在一个节点上。小微湿地
打造：苏州河堤岸很多都是 90度垂直，将冬眠醒来

的蝌蚪、青蛙等动物“上岸之路”堵死，有点可惜。绿
化带中建议增加小微湿地，让城市多点“柔性”。

蔡素文

    苏州河沿岸建设不是终点，而

是起点。建议在健全步道、健身器械、
色彩搭配、文化建设、灯光艺术这五方面的规划时，

要有长期打算。
比如健身器械，目前的设备适合老人和孩子，但

对年轻人不太适合，如果能拓展器械（如设置高一些
的单杠等）就更好了。又如植物的色彩搭配应更系

统、更完整。半岛花园曾规划过一条樱花线，但花期
过后就只剩叶子，希望沿岸能“四季有花，条条放

彩”。另外，希望增加关于城市发展的介绍，让市民对
于历史与现在的对照有直观认识。

离休干部

王浙东

上海市律师协会办公室主任

    在今后的规划中，希望苏州河

能体现“有趣、方便”的元素———能否一

站式满足“吃喝玩乐”的需求？停车是否方便？是否可

以挖掘一些红色之旅的地标？同时，也希望苏州河成
为“网红”打卡点后，守住“安全、干净”的底线。我们

不仅要考虑市民赏景需求，也要考虑噪声、乱涂鸦等
对附近居民的影响。此外，希望相关部门将最弱势的

群体也纳入到分享城市发展红利中来，比如打造更
多的无障碍设施，让城市更有温度。

退休教师

    相比已建成的宝成湾，长风

一、二号绿地配套设施需提升。在雕

塑、垃圾桶等设施上，是否能增添火柴厂的标识，让

市民能够了解历史。普陀段的“苏河十八湾”建设得
很好，是否可以在每一段、每个湾都设置一个植物主

题，成规模地种植这种植物，形成绿化。

倪晓茹

原市政协委员、市生态协会副会长

凤懋伦

    在滨水空间规划中，空间景观与人

的关系最关键，建议多考虑参与性。曾看到过

正休息的环卫工人敲响街边的扬琴艺术雕塑，让人看

到市民与街景互动画面，苏州河能否也进行类似细微
考虑？针对放风筝、垂钓、亲水平台开放、游艇码头使用

等管理问题，希望不要“一刀切”。此外,苏州河沿岸不
仅有火柴厂旧址，还有灯泡厂、啤酒厂旧址。这些历史

文化和工业文明如何展现？可否在酒厂旧址打造微型
啤酒生产线？上海造币厂可否与岸线结合打造旅游景

点？这次苏州河公共空间贯通，是最好的契机。

聂林媛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师

    希望打造活力苏河、文化苏

河、智慧苏河。建议增加花卉和彩叶树

种，打造多个立体多维的文化新阵地，融入海派文化、

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同时，可在节点上增加二维码
科普，在微信上开发小程序，让盲人也可用听、触摸等

方式来徜徉苏州河。

杨冬

上海同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咨询三所副所长

    沿途科普教育做得还不够，一些常见植物应挂上

铭牌。在苏州河的服务功能方面，建议政府不要完全托
底，可引入企业。在沿岸的出入口，可能会产生“停车

难”，政府须有前瞻性考虑。建议设立宣传长廊或打造
微信公众号，将苏河变迁介绍给新上海人或外地游客。

同时，设置些城市雕塑，与植物搭配讲述城市。

张弛

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

    苏州河这一路看细节很美，但不

能低头看，因为河道水质不太好。也不

能往四周看，因为岸两边高大的建筑像堵墙，感觉有

些压抑。日后规划建造中，若部分景观有些“违和”，
希望相关部门提前介入。

陶丽萍

■ 长风二号绿地 本版摄影 记者 王凯

■ 市民代表实地查看苏州河武宁路桥-?成湾段建设情况

■ 长风一号绿地内有非机动车驶入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