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江一河又添新亮点
见树见人做好阳春面

 
    年  月  日/星期四 本版编辑/李 晖 本版视觉/戚黎明

要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微更新，从打开空间到“打开”心灵
方 翔

新民眼
遇见、同坐、时光、朝夕，这是

西凌家宅路（东起西藏南路，西至
制造局路）附近居民为街区里四座
口袋公园取的名字。虽然西凌家
宅路只有三百多米，但在完成微更
新后，这四座口袋公园可以让老人
们很方便地坐在一起休憩、聊天。

行走有诗意、停留即观望、坐下
可交流，申城不少街区在微更新中，
不仅营造“人情味”，也在关注“烟火
气”。与西凌家宅路几乎同时完成

微更新的淡水路，是条紧邻新天地
商圈的百年历史小马路。当地街
道在挖掘新空间的同时，进一步更
新存量空间，为社区居民新增了一
批公共服务设施与空间。通过激
活街区的闲置空间资源，强化相关
功能，让“老社区”焕发“新活力”。

街区微更新，不仅是物理空间层
面的提升，更是精神空间层面的共建
共享。虹口区的恒盛里是条百年老
弄堂，地处山阴路历史风貌保护
区。这条长   米、宽约 米的狭窄
空间通过微更新后，不仅打造成供
居民休闲娱乐、锻炼健身的“五感花

园”，更让周边居民参与了共建：一些
居民在这里放置了藤椅和茶几，并买
了遮阳伞。任何年龄的居民都可以
在此健身休闲，恒盛里也成了居民
们茶余饭后的休憩地。“全龄友好”的
背后，是充满“烟火气”的城市温度。

从目前申城街区微更新的一
些成功案例来看，有很多人性化的
细节，都是社区工作人员不断走
访，充分了解民意后逐步改进的结
果，像一些口袋公园座椅的设置，
就是考虑到老人外出买菜、逛街
后，很难一口气走回家里。这些座
椅缓解了老人们路上的辛苦，在他

们碰到老朋友、老邻居时，也可以
在街角坐一坐、聊聊天。空间开放
出来，让居民共享，把邻里之间曾
经的记忆复原，可以实现街区历史
的创新表达和演绎。

人居环境品质提升、公共空间
设施优化、社区商业活力再造，归
根到底还是要持续提升周边居民
的生活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有关
部门还需通过便捷的方式让居民
们了解。今年8月，上海市测绘院
联合曹杨新村街道，打造了《曹杨
新村街道  分钟社区生活圈地
图》，包括一张动态查询地图和一

张全景电子地图。这张地图的一
个亮点，就是通过点击“ 、  、  
分钟”选项，可以查看不同步行时
间能够到达的区域和点位，为规划
出行、休闲、购物等提供便利。物
理空间的微更新，走向蕴含丰富社
会性的社区营造，融入城市发展步
伐，打造出新的繁华，生动演绎着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从打开物理空间，到“打开”居

民的心灵，邻里之间关系的拉近，
让居民对社区有更强的归属感，申
城街区微更新的有益尝试，值得复
制和推广。

在昨天举行的市政协2023年

度年末委员视察“吴淞江生态廊道

规划建设情况”专题活动暨重点提

案督办中，相关部门介绍了吴淞江

生态廊道的规划和开发建设等情

况。多位委员也为打造这个“一江

一河”新亮点建言献策。

“一江一河”版图再扩
吴淞江生态廊道作为虹桥商

务区151平方公里范围内重要的生

态骨干和滨水空间，也是上海环城

生态公园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国土空间中近

期规划》提出：高品质打造吴淞江生

态廊道，加快推进廊道内低效建设

用地清退，优化生态廊道内空间布

局，扩展“一江一河”版图，塑造“苏

河之源”国际滨水会客厅。

目前，闵行区已实施吴淞江一

期150亩和二期589亩造林项目，

贯通一条东西横向滨河紫堤绿

道。通过整合沿路林地空间并串

联各个区域地块，建成具有秋色变

化及天际线起伏的林带风貌，并在

林地内建设游玩步道。嘉定区已

在吴淞江（江桥段）沿岸实施223.1

亩造林项目并对外开放。项目种

植乔灌木达1.14万株，地被植物覆

盖面积达到1.33万平方米，设置步

道长度达到2.5公里。

两会相关提案办理
今年两会期间，祝学军、沈永

铭、林先燎等市政协委员积极建言

献策，提出“关于科学合理调整吴

淞江生态廊道规划设计，充分发挥

生态廊道建设对虹桥国际商务功能

再提升的建议”（第0292号提案），

从区位优势凸显发展价值提升、规

划缺陷制约周边功能提升、闵行范

围开发建设成本亟需优化平衡等三

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存在问题。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

介绍，管委会与市规资局、市绿容

局和闵行、嘉定区共商，回应了提

案中建设用地比例和指标统筹方

面的建议。当前，吴淞江生态廊道

仍需按照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负

增长”的管控要求，落实建设用地

面积、森林覆盖率、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等约束性指标，同时推进低

效建设用地减量提质、布局优化，

后续将吸纳有关建议与市有关部

门和相关各区积极予以推进落实。

市里其他各部门也提出了关

于吴淞江生态廊道优化空间结构、

提高建设用地比例、增加建设用地

指标在市级层面统筹平衡等方面

的建议，市规资局答复相关意见时

指出在管控开发边界、建设总量，

确保生态廊道整体空间品质的基

础上，支持研究相关建设用地指标

支持政策，如研究对部分市级重大

项目指标单列的可能性，助力打造

区域生态服务与公共开放活动的

复合型空间。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

表示，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后，国家发改委印发了《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虹桥

商务区需要打造成为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集

聚配置的高地，吴淞江生态廊道现

状与国家战略的要求仍然存在一

定距离。未来希望利用好吴淞江

独特的景观和生态优势，以及商务

区日益提升的区位价值，打造世界

一流的生态滨水空间。

以人为本融合建设
在本次活动座谈会上，以人为

本是共识。祝学军委员建议，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要为公共设施建设

留点空间。生态廊道是为人服务，

要让人能稍作休息，要有厕所，有

餐饮。他认为，见树见人很重要，

要让人能够亲近。不少地方种树

喜欢层次，第一层灌木，第二层小

乔木，第三层大乔木，但这就把人

阻拦了，让人亲近不了。“见绿不见

人，等于一碗阳春面，少了那一勺

猪油，少了些许葱花，没有灵魂。”

徐雷委员用可达性和开放性

两个关键词表达了和祝学军委员

相似的观点。他举了一个亲身经

历的例子：“滨江刚开始建的时候，

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大冬天从外滩

一直走到徐浦大桥，途中冻得连喝

口热水都找不到地方买。现在慢

慢好起来了，有厕所，有咖啡买。”

钟力炜委员提到水陆两栖船，

“前两天我试坐了苏州河游览船，

而国外有水陆两栖船，我不清楚有

没有可能引入水陆两栖船，把河上

景和河里景有机联系在一起”。

融合也是重点关键词。王伟

委员说，要打通堵点，进行整体形

象设计和推广，每一段也要有特

色。另外，服务设施的建设不能占

用过多的建设用地，可以和新农村

建设相结合。

资金平衡方面，翁华建委员建

议，要靠土地的价值提升，生态的

建设有利于土地的价值提升，所以

生态建设在这个区域也应该先

行。另外，翁华建委员认为，从大

虹桥的大科创功能来讲，这里是一

个宜居的环境，能够吸引高层次人

才，也就有利于营造一个好的营商

环境。 本报记者 屠瑜

市政协委员就吴淞江生态廊道建设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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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行区赵家村旁的吴淞江生态廊道已初具规模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讲述精彩上海故事、

共享城市发展机遇。在昨

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协

2023年情况通报会交流

互动环节，部分驻沪领馆

官员、友城代表、白玉兰奖

获得者、在沪商会、外资企

业及外籍专家学者代表，

围绕上海推动更高水平开

放、发展数字经济、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交

流发言。

点赞进博会
多位外籍友人都不约

而同提到了前不久刚闭幕

的第六届进博会。赫力昂

大中华区战略、市场营销

和数字化转型负责人绅德

说：“进博会是中国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体

现，即便是在疫情期间，进

博会仍然每年如约进行，

这让我感受到上海政府对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

心和出色的执行力。”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

艺表示，过去六届进博会，

美资企业的展台面积都占

首位，说明了中国市场对

美资企业的重要性。进博

会的意义远超过普通的贸

易展，是推广品牌、产品和服务以及

进入中国市场的有效平台。

加强创新能力
中国欧盟商会全国副主席、上

海分会主席代开乐说，上海一直被

视为中国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城市之

一，在今年的商会信心调研当中，

82%的会员认为上海相比其他城市

更具有吸引力，适合设立研发中心。

“上海有高远的目标，即研发经

费支出要达到全市GDP的4.3%。

这就需要加强科技能力建设。”西

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路易

斯 ·卡尔沃建议，促进大学和研究

中心之间的国际合作，打造领军科

学家和青年科学家网络。

上海交通大学巴黎卓越工程师

学院法方院长弗莱德里克 ·杜伯泽

表示，教育系统的构建与专业的职

业圈历来密不可分。“学界与商界都

要互通有无，分享知识和专业技

能。企业就像高校一样，企业也可

以成为学习之地。”

发展数字经济
“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起来，就像将新旧元素混合在一起

创造更好的材料。”安特卫普港务局

驻沪代表处首席代表朱伯

彦认为，要确保数字经济

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就应

该持续投资数字经济的基

础设施，包括提高互联网

的连接性，确保网络的安

全性，并且要进一步投资

5G新技术。

朱伯彦强调，要为采

用这些数字技术并进行创

新的企业提供激励，可以

加速整个创新的过程，譬

如说减免税收、提供补助

等。要提升员工技能，确

保员工具备数字经济所需

的技能。

提升营商环境
德勤中国合伙人、德

勤中国跨国企业服务领导

合伙人简思华认为，外资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上

海整体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外资企业需要及时与

政府对话，需要对政策及

时解读，而且希望各项政

策有中英文双语版，并且

公开发布。他还建议，希

望上海能够更多地给外资

企业平等提供市场机会。

加拿大魁北克省驻上

海办事处主任孔以恒建议，

继续制定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的政策，因为这对于树立

信心很关键，而有信心才能推动增

长。孔以恒还表示，在日常生活方

面，上海无疑是亚洲最安全的城市

之一，然而上海必须继续注意保障

道路、特别是人行道的安全。

应对人口老龄化
“健康经营就是企业把员工的

健康管理纳入企业经营战略，重视

员工健康预防、加大对员工健康检

查、监测、早期干预的投入。”东京海

上日动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董

事兼总经理藤田桂子提出了关于政

府鼓励企业推动健康经营的建议。

她以日本为例介绍，为了延长

国民的健康寿命，日本政府鼓励企

业针对在职员工开展健康经营措

施，并建立了认定制度，对贡献成就

较大的少数上市企业通过评选认定

为“健康经营品牌”。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国家

战略，也是上海市政府重要策略之

一。”藤田桂子说，政府鼓励企业开

展健康经营措施，并对他们的成就

给予认可和表彰，企业可以获得更

多社会声誉，也更有积极性去开展

工作，从而将形成政府、民间共同应

对老龄化社会的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