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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外开出了一座座口
袋公园，家门口的“乐园”让
周围百姓喜笑颜开；百年历

史的“城中村”社区迎来焕新蝶变，百
姓多年的期盼成为现实；曾经“问题
一箩筐”的老旧小区即将完成改造，
“急难愁盼”终于得以解决……这些
变化，正是崇明区在城市更新中，交
出的最新成绩单。

作为上海绿色、生态、宜居的高
地，多年来崇明区始终明确自身发展
目标，打造人民城市就是为了惠及人
民群众，把最好的资源留给崇明百
姓，将他们幸福感与满意度，视为检
验崇明发展成果的最高标准。9月
  日，崇明区城市更新推进会议召
开，区委书记缪京表示，崇明区将坚
持把抓好城市更新作为推动崇明高
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推动工作成果
更广泛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不断提
升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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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绿岛城市更新

家门口邂逅“诗和远方”
漫步在崇明乡间或是城区街头，常常会

偶遇一座座风格各异的口袋公园，这些小而

精、小而美的微改造，成为了居民就近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口袋公园”，顾名思义就是像口

袋一样迷你却功能齐全的公园，丰富的绿植、

蜿蜒的步道、完善的设施、别致的景观小品

……点滴细微之处，尽显城市人文关怀。

在崇明区城桥镇，以北门路西门路交叉

口为起点，沿着西门路西侧一直往南走，便能

欣赏到西门路口袋公园的全部风貌。占地约

6400多平方米的街边绿地，面积不大，却功能

齐全，内容丰富。起点处的文化景墙，让人眼

前一亮。上面不仅展示有崇明治城历史、城

桥镇老照片，还有“掼火球”“吃铜板”等属于

崇明人儿时记忆的图文介绍。

走进公园，开放式绿化内的植物一改以

往的单一，品种配置和色彩搭配变得更为丰

富，不少新奇植物的加入，提升了整体绿化效

果。宽敞舒适的人行步道贯穿其中，休闲座

椅、健身器材、儿童游乐设施等配备齐全，让居

民能走得进，也坐得下，还玩得开。醒目的红

色便捷式电话亭，提供助老一键通、视频客服、

无线充电等暖心服务。步道两旁的创意立柱

广告牌和广告墙，展示着崇明特色美食、非遗

技艺、方言等内容，增加了公园的文化内涵。

改造一新的口袋公园，让老社区周边的

环境面貌焕发出新机，不断吸引着附近居

民。孩子的玩闹声、老人的聊天声、广场舞的

音乐声……公园里总是欢声笑语不断。

近年来，崇明区绿化管理部门充分利用城

市的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着力打造具有一

定游憩功能的绿化活动场地。区绿化市容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2022年底，崇明已完成

新建、改建口袋公园110座，总面积达42万余

平方米，今年还计划完成新建、改建口袋公园

12座，满足居民家门口日常休憩、健身需求。

口袋公园作为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

的有力抓手，让家住老城区的居民也能实现

“下楼就能逛公园”。今年新建成的城桥镇城

西口袋公园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公园毗邻老

城区主干道，将绿化布局与文化墙、休息驿站

等各项功能性景点有机结合，让市民游客在

日常休憩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态科普、寓教

于乐的教育功能。

此外，这些口袋公园充分整合周边资源，

因地制宜融入当地风貌，打造各具特色的公

园景观。比如，横沙反帝圩口袋公园，将景观

设计与毗邻地块的“长江治水体验馆”融合，

让游客在感受公园美景时，近距离感受长江

流域治理等水利科学知识。三星育德村口袋

公园，以海棠为主要特色植物，结合绿廊、园

路将休憩景观亭、植物观赏景点有机串联，别

具地方特色。

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利用城市中的小

空间见缝插绿，弥补了崇明大型绿地分布不

均的情况，让崇明老百姓“推窗见绿，出门进

园”，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诗和远方”。

百年“油车湾”蝶变重生
利民村（西）位于崇明城桥镇东北部，是

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常住人口多、结构复杂

——老旧的住宅和店面、停业的厂房等与周

边的景观道路格格不入，尤其是其中占地50

多亩的油车湾片区，经过岁月的洗礼，这片曾

经热闹一时的百年老街区，早已风光不再。

住在破旧老房里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

着如厕难、洗澡难等诸多问题，他们都在期待

着，这里能迎来一轮改造，早日住进新房。

随着崇明城市更新计划提速，油车湾居民

们的梦想很快就成为现实。就在不久前，随着

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浇筑完成，城桥镇利民村

（西）“城中村”改造项目首幅住宅地块（中建 ·

春合境明项目）全部楼栋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及

二次结构，即将转入外墙施工和室内装饰装修

施工的新阶段，预计明年年底竣工。

阳光下，一排排新建的商品房显得格外

气派。“没想到以前住的地方变得这么高大上

了！”看到原来住的利民村（西），短短不到一

年时间就建起了高楼，区域居住环境有效改

善，市民季女士感慨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采用

了“留改拆”并举的方式——在油车湾原址上

新建商品房和配套设施，打造保留老街肌理

的文化生活街区新地标；同时按照“就近安

置”的原则，在离老街不远处新建配套安置小

区，为这里的动迁户打造宜居新家园。

安置小区位于城桥镇东引路高岛路交叉

口，毗邻崇明中学，由中建八局下属的中建东

孚开发建设，总规划用地面积7.05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2.67万平方米，共包含27幢住

宅，总计户数1007户，均为电梯房。目前安置

小区已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今年年底交付。季

女士和她的街坊邻居们在入住安置小区后，只

要穿过一条马路，就能到达动迁旧址。

“城中村”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

内容，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也将为城

市留住“根和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利

民村（西）“城中村”改造项目，除了目前正在

建设的住宅项目，未来还计划置入更多商业

和公共建设空间，比如沿街商铺、幼儿园、养

老机构等配套设施。“以后油车湾片区的建筑

将焕然一新，但原来的道路肌理和一些品质

尚好的建筑仍然会保留，只要留心观察，还是

能看到以前老街的影子。”

明珠花苑改建即将完成
明珠花苑小区建于2004年，近年来常有

居民反映屋面漏水、外立面渗水等问题。今

年2月起，政府投入1.76亿元，对小区71幢住

宅楼屋面、外立面、公共部位、设备设施等进

行全面整修。目前为止，小区里还有25栋楼

正在修缮，于今年的八月开始对小区的雨污

水分离、道路和绿化逐步开展改造工作。

整洁美观的外墙、焕然一新的楼道和栏

杆、重新粉刷的屋面防水……历时三个多月，

城桥镇明珠花苑综合整治工程迎来新进展，

首批3幢住宅楼改造完毕，旧貌换新颜。今

年5月，明珠花苑综合整治工程现场一片忙

碌景象，工人们正在自上而下拆除56-57号

楼栋的脚手架。随着楼栋外围的“钢铁外衣”

逐步褪去，外立面渐渐显现，楼栋的崭新面貌

呈现在眼前。楼栋外部主要是新做了屋顶、

重做了防水体系、翻排了雨污水管，楼内则修

缮了楼道、楼梯。

“整治工程分三批次进行，全部第三批次

预计11月底完成。”项目实施单位相关负责

人表示，待第一批次楼栋完成修缮后，室外雨

污管道铺设、新增停车棚和机动车非机动车

充电设施、优化夜间照明、小区绿化改造等整

治工作也将启动，整治工程预计于2024年二

季度基本完成建设，小区将在维修改造后重

新焕发活力。

城市更新实现“美丽家园”
除了重点项目的攻坚克难，“两旧一村”

中的不成套职工住宅及小梁薄板房屋改造，

也是崇明区城市更新的重中之重。这些建筑

大多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多用作职工宿

舍使用，在建造之初多为预制梁上铺预制板

的结构，缺乏独用厨卫设施，使用至今已存在

较大的安全隐患。

2022年起，崇明区共计排摸出此类房屋

44幢，涉及居民891户，总建筑面积3.3万平

方米，主要分布于城桥镇、堡镇、庙镇、长兴镇

及向化镇。“十四五”期间，崇明将按照2023

年启动1.2万平方米，2024年启动0.8万平方

米，2025年启动1.3万平方米的改造计划逐步

推进此类房屋的成套改造，从而彻底解决此

类房屋存在的安全隐患突出、无独立厨卫设

施问题，全面排除房屋居住的安全风险，实现

居住条件的大幅提升，让居民能够充分享受

安居、宜居的生活。

2018年至今，崇明区已累计完成了两轮

“美丽家园”建设，改造总覆盖面积126.65万

平方米，涉及城桥、堡镇、长兴、东平及新海5

个乡镇18个项目，改造内容涵盖房屋本体修

缮、公共隐患整治、道路停车优化、环境综合

提升、适老设施改造、服务功能完善等方面，

通过精准补齐设施短板实现硬件升级，带动

小区物业服务、居民自治等方面“软实力”的

提升，让老旧小区焕发新生、绽放独特魅力。

2023年，崇明区启动了新一轮“美丽家园”

建设，总改造面积19.9万平方米。目前，项目

已完成招投标，计划于今年四季度正式启动建

设，预计2024年二季度完成竣工。此外，崇明

区正在积极梳理储备2024年建设项目，计划

改造总量不低于2023年标准，同时尽量扩大

乡镇覆盖面，让改造成果惠及更多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