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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弄堂现在变得漂亮整洁

干净了，这次下大雨也没有积水。”
住在虹口区多伦路 201弄的市民

薛建纲今天见到记者开心地笑了，
他的喜悦是发自内心的。记者今天

在多伦路 201弄看到，“微更新”后
的弄堂，全新粉刷的墙面、新铺设

的路面、美观优雅的弄口宣传栏、

具有人文气息的雕像和指引牌、重
新整理的空中各类电线、排列整齐

的花架子等，让这条有着百年历史
的红色弄堂变得更加宜居、宜游。

不少居民还把家里的绿植和花卉

摆到花架上，精心打扮弄堂，使“海
上旧里”更具魅力。多伦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汤裕琴说，现在多伦小区
门口到左联会址纪念馆门口这一

带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虹口区多伦路 201弄深藏在

著名的“海上旧里”多伦路文化名

人街里，不足 300米的弄堂，是早
年左翼文化人常走的一条红色之

路。岁月的痕迹在这条老弄堂留下
了斑驳的“伤痕”，墙面脱落、弄堂

积水、设施破旧等问题长久困扰着
这里的居民。如何让“红色之路”重

显生机，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和弄
堂所在的多伦居民区的干部群众

想到了“微更新”的方法，大家群策
群力，修缮更新弄堂环境，使这个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更好地
展现它的历史风貌。

著名的左联会址纪念馆就坐
落在多伦路 201弄，是“海上旧里”

的典型代表。去年纪念馆经过修缮
后，百年老建筑重现芳华。居民们

商量着如何通过“微更新”使弄堂
环境和这幢老建筑相得益彰，汤裕琴和居委

干部逐户走访老居民，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
并查阅有关历史资料，还多次召开由居民和

街道相关科室、专业设计单位参加的居民区

“微更新”听证会，提出的方案很快得到四川

北路街道的支持。确定设计稿仅仅是“微更
新”“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需要处理的问

题还有很多，如部分居民把非机动车停在弄
堂口，还有居民将私家车停在左联会址纪念

馆门前等，都影响了“海上旧里”整体环境。小
区的市容市貌、人文环境，与居民现实需要如

何兼顾？居民区组建了一支平均年龄 65岁，

由党员骨干和居民志愿者代表组成的“多伦
路 201弄微更新管理突击队”，投入到此次改

造工作中，并收获实效。
特约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记者 袁玮

    在上海的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 有一家
开了 10多年的小包子铺，因涉及跨门营业、

店面老旧等问题， 曾一度被纳入整治范围。

但是周边居民认为这家包子铺能解决日常
的早餐需求，街道倾听居民意见后，由社区
规划师做整体要素把关， 包子铺负责人、社
区居民，甚至一些游客都对这个包子铺改造
提了很多想法。最终，改造更新后的包子铺保
留了下来。

“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

一座城市的软实力， 不仅是看它拥有多少高
的摩天大楼，有多少长的轨道交通，更是存在
于风貌优雅、环境友好、功能完善之中。 正在
公开征求意见的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草
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兼顾了城市居
住条件改善、历史风貌保护、城市功能提升等
多种需求， 通过在地方性法规层面进行制度

创新，破解在城市更新实践中的难题。

1886年， 一位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曾
说，“上海如同许多年轻的、正在崛起的、有追
求的城市，壮丽辉煌正在取代原有的建筑。人
们确信这座城市正在增长的重要性， 它必将
成为中国贸易的中心， 任何推测都不足以说
明， 土地和资产的价值会达到我们今天难以
想象的程度。 ”

100多年后的今天， 他的预言基本都成
为了现实。在经历了大规模的建设之后，今天
的上海更加应该关注是如何通过更新为城市
空间和城市功能进行修补和改善， 让这座城
市成为品质生活的高地、成就梦想的舞台，使
在上海者引以为豪、来上海者为之倾心、未到
过上海者充满向往。

城市不应该是钢铁的“森林”，生活在城
市中人更不应该是“冷漠”的。 在城市更新
中，要时刻突出以人为本，特别是在历史建
筑的保护中， 不仅仅既保护好单体建筑，也
要保护街巷街区， 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

然景观、人文环境，以达到共生的目的。像沪
上的新晋文创打卡地上生·新所， 就是通过
实现老建筑修复改造和历史文化焕新的双
重功能,让建筑承载的人文底蕴焕发出更好
的生命力， 既萃取历史建筑留下的瑰宝，更
以人们的体验为优先考虑，为城市带来崭新
的生机。

共生才能共赢。城市更新，不仅要尽最大
可能保留保存城市风貌和历史建筑， 使之可
阅读、可展示，也要充分考虑民生功能、公共
服务的留存拓展， 让空间更有温度、 更富活
力、更好彰显城市魅力。曾经有人给城市更新
以这样的比喻： 城市更新如同治病，“外科”

“内科”和“心理”治疗，一个都少不了。这在此
次的《条例（草案）》中也有相应的表述，像《条
例（草案）》拟明确，要确立城市更新项目全生
命周期管理制度，由管理部门共享信息、协同
监管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条例（草案）》拟明
确上海探索建立社区规划师制度， 发挥社区

规划师在城市更新活动中的技术咨询服务、

公众沟通协调等作用，推动多方协商、共建共
治。这也体现了始终从人的尺度、从群众感受
出发，以专业性、审美性、自治性赋能城市更
新，着力打造业态、生态、形态与文态融合的
公共空间，切实践行城市的人本价值。

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 城市建设发展模
式已经进入到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升、从
大规模的增量建设转向以存量更新为主的新
阶段。 对于立足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上海
来说，以保存和修复为基础、以文化传承和发
扬为内涵、以社区营造和共享为方向、以法治
为保障，这样的城市更新，对于提升城市软实
力等具有深远影响意义。

城市更新步履不停， 城市风貌亦会潜移
默化地改变， 但不变的是城市精神和城市品
格。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只有理解城市发展所
必须经过的历史阶段， 以及在各个历史阶段
应该采取的更新举措， 才能让城市的生命力
更加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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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共生才能共赢
方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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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读懂孩子成长规律

“聪明”校园改变教育生态

■ 孩子手上的“云手表”，让班级平均运动量等一目了然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你或许从未想到，有一天，校园会这么聪

明———笔触划过纸面，清晰记录下孩子的书
写习惯、思考路径，供教师分析参考；教室“忽

明忽暗”，灯光系统可根据室外光线自动调节
到最适合的室内照明亮度；通过动作捕捉加

上数据分析，学生的上课状态被真实还原，从
而为教师改变教学方式提供参考。

如今，这一切，都在上海市信息化标杆培

育校、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悄悄发生着。这
座充满智慧的“云校园”，正在让教育的生态

发生改变。

助老师“看见”孩子的每一笔
一个老师面对几十个学生，学生的兴

趣点、难点、学习过程的数据藏在“黑盒”

里，老师很难进行教学计划调整。近 10 年
前，卢湾一中心小学在全市率先将平板电

脑引入课堂，通过后台数据分析，每名学生
的答题时间、答题顺序、每名学生整堂课的

正确率、一道题全班的正确率等以往很难

获取的信息，都“零时差”出现在老师的终
端设备上。

经过技术更迭，如今，在卢湾一中心小
学，更多便携设备为学生的学习画像。体育课

上，孩子们手上的“云手表”已经佩戴多年，教
师可实时通过终端记录关注学生的血氧饱和

度和心率，确保孩子运动健康，又保证达到运
动效果。四（7）班的一节语文课上，孩子们正

在完成语文练习册。大屏幕上，潘蕴玉老师点
击相应编号，不同孩子的书写笔迹就被实时

显示出来。技术人员用相机对着练习册拍照
放大后显示，看似普通的纸张上，其实印有一

层密密麻麻的“点阵”。看似普通的“云笔”能
够记住自己的运动轨迹，云平台在接收到数

据之后进行实时的文字识别和数据处理，就
能智能判断学生答题结果和学习状态，并可

以将相关信息实时同步到教师客户端上或投
影在大屏幕上。

“有同学‘旅’字最后一笔总是写不对，
回看了视频发现，原来，他的错误是笔顺不

当造成的。”潘老师说，一个学期试用下来，

“云笔”让她更了解学生，教学的针对性自然
而然提高了。

为学校铺一张“神经网络”

卢湾一中心小学 5 楼的会议室内，一
张大屏俨然成为学校的“神经中枢”。校门

前是否出现可疑陌生人长时间滞留，校园
各处窨井盖是否有松动现象，任何安全隐

患，都逃不开“数字校园”管理系统的监控。
学校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了对校园内灯光、

水质、空气质量等环境因素的控制与管理。

比如，教室内的粉尘含量、二氧化碳浓度等
和师生健康息息相关。通过空气质量检测

器能够在各类被检测气体高于阈值时向后
台推送告警信息，并自动触发空气净化器

净化室内空气质量，待空气质量恢复正常
后自动关闭净化器。

日前，黄浦区卫健委联合黄浦区教育局
在卢湾一中心小学共同打造了“近视防控健

康灯光照明”样板教室，教师可以根据使用需
求，在上课、投影、课间、自习、考试、全关等 6

个模式中“一键切换”，今后，照明管理系统也
将被纳入这一“神经网络”。

为每个学生绘“数字画像”

大屏切换，一套“AI辅助情感教育系统”

则在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注入了教育的温情，
帮助教师练就儿童心理“读心术”。在信息技
术的加持下，通过对“起立、阅读、书写、听

读、趴桌子”等五个关键动作时长的捕捉，班
级课堂行为变成一张彩色折线图，直观显示

在屏幕上。通过“云手表”对身体状态的记

录，班级平均运动量等状况也一目了然。

大屏翻至下一页，“云相册”让每个孩子

都拥有一张生动的“数字画像”。卢湾一中心小

学副校长袁秉介绍，“数字画像”中学业等第、
学习表现、学习能力和学习风格等维度的指

标，在授课环节辅助教师进行针对性讲评，在
作业环节辅助教师生成针对性的个性化作业，

在辅导环节辅助教师进行针对性辅导，在备课
环节辅助教师开展针对性备课，最终通过在各

个教学环节的智能辅助，实现规模化的个性化

教学。“今后，我们将根据教师所教授班级学
生整体的画像指标变化情况，结合教师使用

各个教学应用系统的教学行为数据，从备课质
量、授课效果、学生成长等各个方面，形成多维

度‘数字画像’。”袁秉说。首席记者 陆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