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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值得被珍视 杨 洁

新民眼

随着《繁花》剧集热播，故事
主场黄河路重回大众视野。社交
平台上，有家住黄浦的“80后”感
慨，剧里的各色招牌、霓虹灯、熙
熙攘攘的人流车流，都和记忆里
一模一样。不少网友甚至连夜去
黄河路打卡，就想亲眼看看：王家
卫镜头里的黄河路和“至真园”，
今朝长啥样？
建于民国的明星大戏院，曾有

“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的国际饭店，
张爱玲曾居住的长江公寓……全

长700多米的黄河路，其实在“阿
宝”们“生活”前就已声名鹊起。
1993年，黄河路被开发成美食街，
多的时候聚集了八九十家餐饮店，
和当时的云南南路、乍浦路一道，
承载着一代上海人的美食回忆。
黄河路过去的“闹猛”，同上

世纪90年代的时代背景密不可
分。几年前，“黄河路美食休闲
街”招牌被拆除，不少饭店也关门
歇业了，今天的黄河路已不复电
视剧里的热闹非凡。不过，要买
国际饭店西饼屋的蝴蝶酥，还要
排长队，杏花楼、功德林等老字号
都还在。《繁花》里“至真园”的位
置，现实中是苔圣园酒家，经营了
多年本帮菜，现在每天食客爆
满，还有佳家汤包、粤味馆……黄

河路上仍保留着不少上海小囡熟
悉的海派生活印记。
随着《繁花》热播，黄河路的现

状与未来，也引发思考热议。有专
家说，这条活色生香的马路，有最
原生态的海派生活状态，普通的市
民生活正是上海文化的底衬，这是
黄河路的珍贵之处。有专家则认
为，黄河路应该跳出《繁花》视角，
与周边联动发展，形成剧院表演、
餐饮消费、住宿休息等商业闭环。
小马路是城市的毛细血管，

镌刻下时光印记，蔓生出海派文
化。在上海，像黄河路这样的街
区还有很多，如何做到既能传承
历史的记忆，又能保护好建筑风
貌，同时还能满足当下老百姓的
生活需求？类似这样的城市更新

方案，必须更加用心地做。
笔者查询资料发现，2023年

以来，黄浦区积极推动“一街一路”
建设项目，10个街道各聚焦一条
小路或一个街区开展更新。2024

年，黄河路沿线“一街一路”建设项
目也将开展，改造的同时推进线路
管网、公共空间等设施建设，不断
提升街区承载力与功能品质。
以后的黄河路会是什么模

样？想必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
想法。时过境迁，黄河路当然不
能一味追求复现《繁花》的影子，
但像这样有历史有味道、曾经火
过又归于冷清的小马路，理应被
珍视，在城市更新进程中保留更
多上海记忆。而如何培育更有活
力的文商旅消费场景，在新旧融

合间集聚人气，重现城市烟火气，
这也是黄河路和其他类似马路在
新时代需要直面的课题。
就在几天前，2024年第一个

工作日，上海举行城市更新推进
大会。城市更新，应当激活存量
空间潜能，提升空间承载力，提高
内涵式发展水平。惠民生、谋发
展、护文脉，缺一不可。
从黄河路、外滩27号，到乍

浦路、进贤路……已是社交平台
上Citywalk首选城市之一的上海，
最近又火了一条“繁花路线”。我
们期待，这不是“昙花一现”；我们
期待，迎来复苏的黄河路们能够
找准发展定位、提升功能品质，并
在新一轮城市更新中，留下更多
新的都市记忆。

“在我记忆里，爷爷奶奶辈从

清朝就开始在小湾村生活了。过

去的老房子早已破旧，本想翻新，

没想到能赶上住新楼房的好日

子。”七旬村民徐雪宾告诉记者。

前天晚上，作为浦东新区首个

以产业项目带动的城中村改造项

目，唐镇小湾村项目创下“两旧一

村”改造新速度，签约期内仅用12

天，提前3天实现100%居民征收

签约。昨天，记者回访小湾村，只

见静静的村落里，青石板桥畔，古

老的木船和村民们一起，期待着小

湾村“蝶变”后的春天。

全体签约清盘
在小湾村征收项目指挥部，记

者看到门口大屏幕上各个征收小

组100%的签约数字醒目，墙上则

“晒”出所有村民征收情况、安置房

源房型等信息。不少村民虽已签

约，仍在公示栏前徘徊，了解未来

新居的模样，难掩心中的喜悦。

2023年8月9日，唐镇小湾村

等地块正式认定为“城中村”改造

项目。小湾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总占地面积1467.3亩，涉及5个村

委和1个居委，居民共848产。

徐雪宾是“土生土长”的小湾

村人。“我家的宅子都是自己盖的，

最早的老宅是解放前爷爷奶奶盖

的。2000年，家里条件好点了，又

造了一幢楼，但20多年过去了，房

子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本想重新

维修一下，但想想也是不小的开

销，一直犹豫着没动工，没想到等

到征收的好日子。”

小湾村项目启动后，徐雪宾全

家态度统一，第一天就来签约！当

天摇到的号码是110号，第二天就

轮到挑房。他选中一套110余平

方米的现房，在龙东大道川沙路附

近，距离原来村落一公里，老两口

自住。他还可以拿到两套小的期

房，打算分给两个外孙各一套，一

家人其乐融融。“靠着国家、政府政

策好，我们这么多年的居住问题解

决了，签约期内全部村民100%签

约成功，我们还能拿到一笔奖励，

用来装修新房。今年年底，最晚明

年春节，肯定能乔迁新居了。我打

算趁着身体好到澳大利亚旅游一

趟，好好享受一下生活。”

曾是老护塘的明珠
小湾村清盘了！大家开心的

同时，一些老居民也引发了一波

“回忆杀”。

有居民回忆，小时候每次坐

993公交车，总会听到报站：“大湾

到了，请下车……”“小湾到了，请

下车……”当时心里就纳闷，这条

路上怎么这么多“湾”呢？长大后

才明白，小湾地处老护塘北部中

段，昔日集市繁华，交通便利，曾是

老护塘一带的明珠。古代建塘，是

依海岸线所筑，后来不断有人定

居，逐渐形成村落、变为集镇，众多

村落又以“湾”和“路口”为名，因此

有了黄家湾、大湾、小湾、顾家路

口、曹家路口、龚家路口等地名。

而老护塘经徐路、顾路、曹路、龚路

诸路后，往南三里处有一个呈90

度的转弯，称为“大湾”。又过三

里，塘身稍向西后又继续折回往

南，由于弯处较小，故称“小湾”。

“小湾老街在记忆中那么美

好，小时候，我常爱去嫁到小湾村

的小孃孃家，去了就不肯回，硬要

留宿她家，为的是一大早去小湾老

街吃豆浆油条。天色还没亮，老街

上就非常热闹，茶馆店里已经坐满

了嘎讪胡的客人，街道虽然不宽，

但两边店铺生意甚好，进入老街口

就能闻到豆浆油条的香味……现

在想起来还那么香。”居民“百合”

（网名）说。

留住乡愁记忆
小湾何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集镇，尚无确切记载。但村落里散

落的遗迹和村民的记忆，依稀留下

时光的印记。42岁的村干部奚晓

川是本地人，他带着记者走入小湾

村巷落。“我记得小时候小湾村是

附近区域的集市，小湾村北街好比

当地的‘南京路’，非常繁华。”

回忆很美好，但现实很骨感。

随着时代变迁，狭窄的道路、逼仄

的居住环境，百姓改造愿望十分强

烈。为此，浦东新区发挥党建引领

的优势，推进“两旧一村”改造工

作。这个源于清朝的老村落，正翻

开城市更新的新篇章，但依然将保

留乡愁记忆。

“我们多次到现场勘察，在方

案设计中，除了保护老建筑，还将

留下值得保存的乡愁记忆。”小湾

村项目设计师之一傅昌瑞说，将在

未来的社区营造中融入原来的老

门头、石板路、砖瓦等元素。此外，

小湾村的城市更新改造，还将带动

整个智能终端特色产业的集群和

溢出。未来整个城中村改造区域

将以小湾村为核心，形成市级智能

终端制造基地特色产业社区，打造

智能制造千亿产业集群，成为“科、

产、城、人”深度融合发展新范本。

从小湾村走出，奚晓川指着不

远处的一幢高层新房，“那是我家

即将拿到的一套现房，给老人住。

期房我和妻子、儿子一起住。前几

年我们在川沙买了商品房，这次拿

到的部分钱款可以还贷款，无贷一

身轻。”他还打探好未来安置期房

模样，“听说是请了国际建筑大师

设计的，以架空连廊跑道串联其

中，估计将来会是‘网红街区’。”

本报记者 宋宁华

西门历史文化街区

被誉为“嘉定之根”。如

何保护传承好地方特色

文化，让古城展现新韵？

去年底，嘉定西门旧改二

期迎来好消息——最后

一户居民在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上签字，达成1273

户被征收对象全部签约

的目标，工作人员动情地

说：“一颗颗时时放不下

的心，终于落了地。”

守住千年古韵
根据《嘉定新城“十

四五”规划建设行动方

案》，嘉定新城将建设三

大示范样板区，即西门历

史文化街区、远香湖中央

活动区、嘉宝智慧湾未来

城市实践区。有人说，这

三大样板区示范区分别

代表嘉定的“过去”“现

在”“未来”。其中，代表

嘉定过去的西门历史文

化街区，拥有1500多年的

历史。该街区地处嘉定老城的

西城门外，始建于南北朝梁天

监年间。这里人文资源聚集，

历史底蕴深厚，拥有14处不可

移动文物，还有3.3万平方米的

保留历史建筑。

2022年9月1日，上海嘉

定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下属全国资企业——上海嘉定

城发西门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

司，作为西门旧改项目实施主

体，负责西门旧改项目的实施

及城市更新建设。而在同年3

月5日，嘉定镇街道召开征收

动员大会；2023年5月8日，地

块取得征收决定，7月16日完

成征收补偿协议签订顺序号抽

签工作，8月16日至9月3日开

展集中签约……在500多个日

夜里，嘉定镇街道总共召开了

90多次工作组会议。

一块块“硬骨头”被啃下。

譬如，有100多户存在私房抵

押情况，街道对接联系了十几

家银行，协助居民提前腾挪补

偿款，推动房屋产权清晰化。

又如，有一户签约家庭，因房主

过世，14名继承人“分不

均蛋糕”，征收人员奔波千

余公里，直到深夜，终于用

真诚与不懈完成签约。

征收启动以来，嘉定

镇街道还借助“融合型党

建”之力，依托“西门历史

文化街区”片区融委会平

台，设立“建设 ·倾心”“文

化 ·守忆”“商旅 ·潮尚”“治

理 ·靓美”四个睦邻荟，分

别聚焦城市品质、文化传

承、商旅开发、社会治理四

大领域，广纳40多家成员

单位，搭建成员单位议事

协商工作机制。护国寺一

期工程集中验收助力项

目、西门历史文化公园工

地党建项目、西门记忆全

程影像纪实项目等在内的

六大项目一一推进。

触摸历史文脉
据介绍，规划方案以

“印象西大街”为设计主题，

以“教化文化”为内核驱动，

嘉定历史水乡空间为载体，打造

集文化休闲、商业办公、高端度

假和品质居住为一体，同时服务

于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高质

量发展复合街区。

风貌保护街巷共10条，以

西大街为核心轴线，众多巷道

与西大街、主河道垂直相接，形

成鱼骨状的路网体系。除了有

“文脉”的西大街，横沥河文化

“水脉”也展现灵气。嘉定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更新后，人们在

西大街可漫步原生态的“弹硌

路”，在旧时建筑和街巷间，读

懂西大街的前世今生，触摸嘉

定的历史文化脉络。

未来的西大街，将形成集

历史文化、人文旅游、文化艺

术、生活体验、展览展示、商业

零售、休闲娱乐、文创办公、旅

居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意历史文

化时尚街区，打造嘉定文商旅

新地标。开放运营后，将与嘉

定老城州桥老街、嘉定博物馆、

秋霞圃等场馆形成互动，并使

新老商业体充分融合。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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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两旧一村”改造新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