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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 多些“烟火气”少些“陌生感”
    今年 9 月，《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施行，上海也成为继深圳之后全国第二个

对“城市更新”立法的城市。 日前，第一届长三角城市更新年会召开，寻求建立存

量更新时代长三角协作模式，推动长三角城市更新行动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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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智慧”中寻找“黄山密码”

    “上海推行的城市更新条例，

将充分尊重民意， 将普通人也作
为更新中的重要考量方， 体现了

全民参与城市更新的宗旨。 ”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立法一处副处长胡颢介绍，城
市更新的总体目标是更新对象全
覆盖、更新重点有保障、综合目标
可实现，涵盖了居住、产业、商业
商办以及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
施等各类存量用地。同时，更新行
动计划确定的更新区域内， 由更
新统筹主体推进， 并根据区域情
况和更新需求， 向统筹主体赋能
赋权。

“设计提升价值，鼓励‘大师
做小事’，好设计让小空间实现大

功能；主题回归多元，城市有机更
新需要政府、企业、居民、NGO的

多方参与；增量反哺公益，城市有
机更新过程中创造出的增量空

间，将优先反哺公益，借助社会化

运作进行商业经营。 ”

———上海现代城市更新研究
院院长俞斯佳认为，现代的城市有
机更新具备四大特征，即零星成为
常态，街面、步道、门房、街头绿化
等等这种零星的空间，会成为城市
更新最主要和最常见的对象。

“南京市秦淮区小西湖的‘微
更新’，以改善民生为前提，以点

带面，持续更新，延续了本地居民
的生活， 很好地保护了本地历史

风貌。 我们将继续努力将小西湖
打造成一个幸福和谐的社区。 ”

———江苏省南京历史城区保
护建设集团副总经理黄洁认为，

城市更新应该充分地考虑人与环
境的和谐与共生关系，多一些“烟

火气”，少一些“陌生感”。

“未来社区作为以人为核心

的城市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新平台，在‘去房地产化’

的前提下， 鼓励市场主体协同参
与建设运营一体化。 ”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副
主任李军表示， 浙江将坚定不移
走以人为核心、 以高质量发展为
导向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浙江积
极欢迎和支持各企业参与浙江省
新型城镇化建设， 特别是未来社
区试点一体化投资、建设、运营当
中，展现市场主体的智慧和力量。

“城市更新是一项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改善人居环

境的民生工程。 我们要着眼群众

所期所盼，立足城市长远发展，创
新工作方式方法， 切实把资金用

好管好，把项目建设好运营好，倾

力打造城市更新项目精品。 ”

———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
记、市长孔涛表示，城市更新是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重要抓手， 相关部门应准确理
解城市更新的内涵， 既解决群众
的“急难愁盼”，又留住城市的记
忆， 全面提升城市整体功能和格
调品位，要严把质量关，为群众实
现高品质生活添砖加瓦。

“城市更新最忌急。现阶段城

市更新已经进入了有机更新的阶
段， 人们对于环境质量、 生活质

量、 人文氛围都提出了一个更高

的要求。 ”

———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
长、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伍江指出， 城市更新是实现城市
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 城市更新
也是理念、艺术和价值的体现，需
要以不断进取创新的精神满足人
们对未来城市的新期待。

“城市更新除了产业的不断
引入， 还要与高端人口高密度聚

集、 高端生活设施配套、 高端教
育、文化输入有关，这样才能让中

国城市可持续发展。 ”

———上海久有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小龙表
示， 与深圳相比上海在未来城市
更新的道路上挑战巨大， 可学习
深圳模式，大规模引入产业、行业
头部企业等， 这样才能让上海的
城市更新更具有活力。

吕倩雯 曹博文 整理

    “准确把握黄山在长三角的角

色是什么？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社
会发展最前沿的产业是什么？黄山

的支柱产业文化旅游发展的定位和
路径是什么？”上海市合作交流办公

室副主任强鹏程提的三个问题，让
小分队印象深刻。而在与长三角创

意经济专委会交流中，秘书长沈蕾

也直言：“黄山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相
比，具有发展创新产业的先天优势

和条件，但当代感不足、国际化不
够、高人才缺乏、产业链缺失等问题

限制了黄山的跨越式发展。”
“我们常说要跳出黄山看黄山，

上海人眼里的黄山可能看到的更多
是我们忽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

是指引我们发展的方向。”小分队
感叹，黄山与上海，最大的差距是在

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等方面缺乏超
前的战略眼光和长远的发展思路。

模式不能照搬，经验可以借鉴。
杜俊说，当前黄山消费市场面临整

体恢复偏慢、产业急需转型升级等
问题，需要全面激发创意创新创造，

是打造高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国
际化旅游目的地的实现路径。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
出去，眼前就是世界。变，是这场东

行的意义；用，才是这次学习的最终
目的。”冯家成认为，要让上海创意

“触电”黄山好物，在深度挖掘黄山
文化、生态、旅游和美学价值的同

时，全力做好创意黄山的顶层设计，

包括制定出台促进创意产业发展
的一系列规划、意见、实施方案，配

套专项资金或专项基金，研究发展
创意经济的领域、产业和路径，以

无边界创意突破樊篱、改造产业、赋
能发展，将“黄山优势”转变为“黄山

机遇”。

特约记者 程向阳 徐剑

绽放“创意黄山”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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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时尚之都”活力2
    “魔都”上海，在于充满活

力、无限创意，也是瞬息万变。

步行或骑行，成为小分队
最中意的出行方式。“行走在上

海，满满都是文艺时尚的创意
街区、文创园区和散落于大街

小巷的创意涂鸦、创意作品，一
眼望去是青春活力、充满朝气

的少年。”

“上生 ·新所、武康路、巨鹿

758、恒基旭辉天地……打开上
海地图，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的老

厂房、旧仓储空间等工业遗存，
已在城市空间新升级中，蜕变为

创意城市的网红地标。”杜俊如
数家珍，黄浦江、苏州河两岸，延

安路沿线的创意园区星罗棋布，
遍地开花，让人流连忘返。“上海

最初面对产业结构升级、老旧厂

房改造等工作时，没有用单纯的
经济指标衡量产业的发展，更没

有简单粗暴地将闲置老旧厂房
立即拆除，而是学习借鉴国际创

意经济发展经验，聚力发展文化
创意产业，目前这已成为财政收

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上海推动五个新城
的“一城一名园”建设，打造一批

特色鲜明的文创产业名园，形成
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让小分队

倍感振奋。“作为拥有黄山、徽州两

个顶流 IP的城市，不能躺在‘老
祖宗’留下来的自然和人文宝藏

上坐享其成，应以国际化视野、
市场化思维去找市场、找出路。”

三个月来，收获理念也收获
项目。与长三角创意经济专委会

签订合作协议，将共同打造乡村

旅游示范村，针对屯溪区屯光镇
南溪南村、徽州区西溪南镇石桥

村、歙县卖花渔村等 9个村落，
打响“村落徽州”品牌。

“师从上海，干在黄山。”上月
底，黄山市委市政府礼堂，作为“四
千工程”代表，黄山市交投集团总裁
冯家成作了题为“走进长三角创意
委，体悟创意之都精髓”的报告，这
时他刚从上海回来一周。

今年 7月 19 日，黄山市赴长三
角创意委体悟实训小分队“东进”上
海“取经”，为期三个月。70 后的冯
家成，与 80 后的文旅局计财科科长
杜俊、90 后的发改委长三角办副主
任刘昀，开启了“789”体
悟实训小分队。

探究“创意之都”密码1
    “黄山最高楼只有 100 米，

而上海最高楼有 600 多米，站
在上海金茂大厦和站在黄山的

天一国际，视野是不同的。”讲
起在上海的体验，杜俊止不住

笑意。
创意产业，是小分队这次

的聚焦重点。“如何借鉴上海经

验，推动黄山创意之花有声有

色精彩绽放？”这是小分队给自
己定的体悟实训“必答题”。

2020年，上海共认定了 149

家文化创意产业市级园区、16家

示范楼宇和 28家示范空间，还集
聚着喜马拉雅、小红书、哔哩哔哩

等头部互联网企业，让冯家成感

叹：“在上海在线新经济体观摩期

间，深刻感受创意人才是核心要
素，内容和运营是关键。”

拜访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
室、合作交流办公室等政府机构

4次，考察上海创意园区（街区）
36次，赴合作伙伴单位参访 25

次，聚焦项目合作座谈交流 14

次，邀请上海客商赴黄山考察 9

次，组织黄山干部到上海学习 4

次……三个月里，小分队马不停

蹄探究“创意之都”的成功密码，

探索将“上海经验”转化为“黄山
实践”。

“上海是创意的，瞬息万变
的，它伫立于时代的风口，随时

准备着连接世界，随时准备着
改变和革新。”刘昀在跟班学习

工作小结中写道，“来到上海，

才知道这里不是只有硬实力，
更有彰显自身精神和品格的软

实力。”

■ 冯家成（右三）、杜俊（左二）、刘昀（左一）参访位于上海的英国标准协会（BSI）中国总部

———黄山市“789”体悟实训小分队在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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