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园就在家门口”“上学就在

小区旁”“照护就在社区里”……
作为金山区首个“15分钟社区生

活圈”试点镇，朱泾镇围绕“回归
水乡、回归人本、回归邻里、回归

体验”的发展愿景，近期重点推进
的 44 个建设项目中，9 个项目已

经完成，18个项目预计 2021年底

竣工。

依水造圈，让休闲
健身活起来
“水”滋养着朱泾的千年根脉，

它在朱泾人的生活里，也在乡愁中。

如今，在新的生活场景下，如何让居

民回归水乡的本真生活，“水道”“风

道”“行道”的打造给出了答案。
近年来，朱泾镇以优化滨水公

共空间为路径，着力构建“地区公
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三级公园

体系。目前，沿市河、秀州塘、中官
塘、掘石港，打造了“一横三纵”的

滨河特色慢行观光带，构建了独具

水乡特色的城镇“水道”。同时，通
过微更新、微改造等途径，对观光

带的沿线存量区“针灸式”植入小
型绿地、绿色连廊等绿色空间，升

级了城镇“风道”。此外，通过改造
镇区道路立面，保障人行道空间，

增加自行车道，优化了城镇“行

道”。环环相扣的“水道”“风道”“行

道”，塑造了“三级循环”的朱泾城
镇慢行系统，串起了全镇居民的十

五分钟内的“休闲健身圈”与“工作
通勤圈”。

以文塑圈，让传统
文化热起来
如果你去过朱泾旅游，可能会

听说过一个人———“船子和尚”。作

为朱泾文脉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
今，在朱泾“船子缘”公园内，他的

拔掉歌，经石碑传唱，他的渡人故
事，拾阶可读。一到中秋、新春等佳

节，主题诗会、游园活动会在这里

如约举行，茶道、扎花灯、写春联等

民间非遗体验同步开展，开放式的
文化圈里热闹非凡。

一座“船子缘”里的“花式”文
化体验仅是“15分钟文化圈”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围绕“打响东林文
化品牌，复刻西林文艺记忆”的要

求，朱泾镇正以市河亲水休闲带为

核心，结合文艺与禅意，打造朱泾
文化核心特色风貌区。

此外，为实现“圈里有人、圈能
引人”，朱泾还培育起了土生土长

的文艺团队 110多支，文艺骨干
4000余名。城乡各地，几乎天天都

有唱、跳、书、画等文艺活动开展。

因人构圈，让全龄
友好实起来
朱泾的新城区高楼林立、道路

宽敞，成了居民购房首选区域，但

是学校少，却成了新城的短板。为
填补教育资源缺口，朱泾镇规划了

多所幼小初学校。
着眼“补短板、做长板”，朱泾

镇“15分钟社区生活圈”打造还重

点关注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等弱势
群体，聚焦零散、老旧小区和农民自

建房居民等人群，从不同人群的需
求出发，分类施策，以服务为靶点，

挖掘潜力空间。以老年人服务圈为
例，朱泾现已建成标准化老年活动

室 46家、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8家、
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1家和“睦邻点”

65家，功能互补、医养融合的“区域
化”养老服务网络正在逐渐形成。

通讯员 殷洁如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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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规划师，这个曾经让人感
到陌生的职业，这段时间因为不少
政策文件的提及，而逐渐被人们所
关注。 无论是 9月 1日起正式施
行的《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还是
近日印发的《上海市城市管理精细
化“十四五”规划》，都明确了社区
规划师制度。 在上海构建 15分钟
社区生活圈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便
利店、早餐店、菜场等“硬件”，也需
要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软件”。

什么是 “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 在不同的文件中有不同的定
义，《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提
出,以 15分钟步行范围为空间尺
度，配置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各项
功能和设施。上海市 2035年总体

规划提出，以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作为上海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和社
会治理的基本单元，配备较为完善
的养老、医疗、教育、商业、交通、文
体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无论是哪
种定义， 关键是把城市建设成为
“在这儿的人引以为豪、 来过的人
为之倾心、 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

的地方。

2017年，一项以上海一万个
样本小区进行的调查为例，仅 12%

的社区在 15 分钟步行范围内可
达到养老、卫生、教育、商业、交通、

文体六项设施，越偏离市中心的小
区步行可达率越低；覆盖情况最差
的是文体和医疗设施，在 15分钟
以内的小区不足 30%；基本上两个
小区中就有一个在养老服务设施
上存在缺失。

通过这些年的持续推进，上海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已从满
足基本需求进化到整体品质提升，

像徐汇区华泾镇的华建一街坊，居
民们曾长期苦于没有民生的商业
配套，而把这里戏称为“徐汇区的
西伯利亚”。 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发
生了明显变化，全新的华建一街坊
商业街， 不仅将包含 “生鲜集市”

“社区食集”“文居社” 等社区商业
配套设施，同时设置涵盖“党群站”

“卫生服务站”“阅览室”“健身舞
蹈”和“便民服务点”等公益内容的
“邻里小汇”。

类似这样的 “15分钟社区生
活圈”功能完善，近年来在徐汇持
续推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靠居民代表、社区规划师、职能机
构以及国有企业、专家团队等力量
共同参与，开展协商、共话治理。

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想要打

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面临的
最大问题就是公共空间缺少，如果
新建基础设施，可供腾挪的场地又
很有限。 想要满足市民的需求，考
验着管理者的智慧和经验，这就需
要社区规划师等专业人员统筹把
控整个区所有社区的微更新规划。

“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不是将
各种“硬件”拼凑在一起，如果社区
生活圈内的菜场是湿答答、 脏兮
兮，那这里只是人们买完菜就想逃
离的“集贸市场”；如果“社区商场”

的商品种类不全，大多数都是过时
的话，那么它将很难存活下去……

在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的打造
中，既要问计于“师”，更要问需于
民。所有的需求是由居民来充分表
达意愿，提出要求，每个人都可以
提出对“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愿
景和希望。

去年以来在全球肆虐的新冠
疫情，对于“15分钟社区生活圈”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在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 也需
要在社区设置相应的设施和机
构， 能够承接医院治疗和居家隔
离之间的断层， 这也需要专业人
士进行规划。

对于今天的上海来说， 打造
“15分钟社区生活圈”， 需要充分
挖掘现有资源及周边资源共享，分
期逐步提升社区服务品质。居民是
主人，社区规划师是倾听者、响应
者，以问题为导向，回应居民的美
好生活愿景，然后形成一个方案提
交政府有关部门。

在小空间内有大集聚，让小平
台有大创新，使小载体也能有大服
务， 以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的
“软”实力，彰显城市软实力。

方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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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区首个“15分钟社区生活圈”试点镇呈现水乡生活

朱泾“造圈”方式有啥独家秘笈?

东京审判珍贵资料照片
首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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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生活圈，要有“软”实力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
者 袁玮）9月 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
76周年纪念日。曾全程参与过东京

审判的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和

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先生手稿遗物等
捐赠仪式今天在虹口区档案馆举行，

高文彬先生家属将高文彬生前手稿、
图书资料、照片及生前用过的物品

2000件（本）捐赠给虹口区档案馆。
记者了解到，所捐赠的手稿、照片和

物品（图右为东京审判时高文彬用过

的相机）中，许多都是第一次亮相，对

研究东京审判等具有很高的价值。

高文彬先生从小就生活在虹口
区北外滩地区，2020 年 9 月去世。

高文彬 1945年从上海东吴大学法
学院毕业，翌年 5月应聘前往日本

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直至 1948年 8

月结束审判工作返回中国，全程参

加了东京审判工作。在日本期间，高

文彬搜集到有力证据，揭露了日军
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的罪行，最

终将侵华日军两名战犯向井敏明、
野田毅押回中国，送上南京审判日

本战犯军事法庭，两战犯最后被绳

之以法。
虹口区档案馆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此次高文彬先生家属捐赠的
手稿物品中，当年他为应聘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工作而向他所工作的上
海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递交

的辞职信是第一次亮相（见图中）。

高文彬在信中写道：“日本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氏来沪

招致中国译员，幸录取该庭，复以工
作紧急命令即日就道，遂致不及走

辞所有原任书记官一职，恳请准予

辞去……不胜感戴。”捐赠的手稿物
品中，有近千张高文彬先生在日本

期间拍摄的照片和留影，许多照片
和留影还原了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和工作生活的情景。其中高文彬
1946 年秋天拍摄的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法官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

1947 年拍摄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入口处的多张照片、1947年拍摄的

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东京第三宿舍
的照片等都是第一次亮相。另外，一

张当年从美国纽约国际检察处寄给

在东京工作的高文彬翻译工资的支
票（见图左）也是第一次被发现。

高文彬先生女儿高岚在捐赠现
场告诉记者，父亲一生做了两件大

事，一是参加东京审判工作；二是参
与编纂《元照英美法词典》，完成了

有史以来中国最大最完备齐全的英

汉英美法词典。晚年他积极宣传东
京审判的重大历史意义，将爱国主

义理想教育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
责。此次将父亲生前大部分遗物捐

赠给虹口区，就是希望能够在得到
很好保护的同时，为有关东京审判

的历史研究者提供真实的史料。

高文彬手稿
遗物捐赠活动
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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