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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的分流指引牌

实现公园与城市空间无界融合
屠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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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公园城市”成了中国城市
建设的新热词。在1月27日举行的
上海市政府记者招待会上，上海市市
长龚正表示，他心目中的公园城市不
是简简单单在城市中建公园，而是要
努力把城市变成一座大公园，实现公
园与城市空间的无界融合。上海在
推进中主要聚焦三个“量”：增加数
量、提高质量和优化存量。
增加公园数量是公园城市建设

的基础。去年全市新增公园总数
162座，上海累计公园数达到832

座。今年将新建120座公园，按计
划到明年底，上海要建设成为千座

公园城市。再用10年时间到2035

年，力争建成两千座公园城市。一
个个具体数字的背后，是政府对人
民的承诺，体现上海打造公园城市
的决心。
比空间建设更难的，是公园品

质的打造与锤炼，是让市民切切实
实感到“家在公园中”的美好。龚市
长说，在提高质量上，重点是要加快
建设“一江一河一带”高品质的生态
空间，特别是打造“一大环”加“五小
环”的环城生态公园带。
在优化存量上，一方面要大力

推动“公园+”行动，加强公园与体
育、文化、旅游等功能的融合；另一
方面继续推进公园拆墙透绿，推动
公园24小时开放。目前全市超过

六成的城市公园已经实现24小时
开放，今年按计划新增30座，让公
园和绿地更好为民所享。
位于杨浦区国秀路300号的新

江湾城公园，已于去年10月实现24

小时开放，目前正在进行改造提升
工作，将通过无界融合、开放共享、
品质焕新等方式进行打造。具体包
括：将政和路及国秀路边界打开，优
化交通组织便于游客进入，实现公
园的开放及与周边环境的融合；运
用“公园+”手法，升级健身及儿童
活动空间，打造疏林草地并划定帐
篷区，新增五人制足球场、市民园艺
中心及服务驿站；进行植物、灯光等
设施的综合品质提升，确保公园四
季有花可赏、有景可游等。

公园城市不只是在城市中造大
公园，而是要打开空间把高品质的
生活、生态引入到城市当中。逛一
逛办公室附近的陆家嘴中心绿地，
是金融白领施女士午休时间的必备
功课。几个月前，施女士发现，公园
不仅拆除了大部分围墙，还开出了
一个咖啡空间。因为有每年举办陆
家嘴咖啡节的文化基因，加上周边
居民、白领的切实需要，2023年，陆
家嘴中心绿地选择把“公园”和“咖
啡”融合起来，又结合“拆围透绿”工
作，将绿地空间进一步和城市空间
相融合。
公园城市建设的另一重点则与

当下“城市更新”“旧区改造”联系紧
密。在这种语境中，密布在居民生

活空间中的“口袋公园”建设成为城
市公园另一个重要趋势。有不少小
公园被用来解决城市废弃“盲区”的
遗留问题，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漕溪花园位于漕溪路地铁站一

侧，原有空间较为混乱，改造后规范
了地铁站周边停车、拓宽了前往地
铁站的道路，还设立了居民共治的
“清风驿站”。值得一提的是，园内
移栽了银杏、樱花、八仙花、月季，铺
设了大面积草坪，周边居民赏花、观
叶有了好去处。
公园城市建设要以人为本，更

强调人与自然互动，公园和周边环
境融合，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修建大
面积精致的景观，却与居住者不发
生关系。各美其美，也要美美与共。

单程30多公里，每天仅1000多人次客流>>>

超长公交线   路
一分为二各方点赞

本报讯（记者 杨硕）日前，由上海城投

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速运管中心负责

实施的S2沪芦高速临港收费站出口站前导

流一、二期优化工程全面完工。

去年1月，在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

议上，市人大代表针对不熟悉临港收费站现

场设置的司乘用户容易走错道路绕远的现

象，提出了“关于强化S2沪芦高速临港收费

站出口的站前导流”的建议。城投公路第一

时间组织人员进行现场踏勘，多次组织会议

研究、优化实施方案，积极为过往司乘用户办

实事、解难题。

据了解，站前导流一期优化工程于去年

11月13日开工，11月18日全部完工。工程

实施期间正值S2沪芦高速养护作业安排高

峰期，面对各项密集作业任务和来往繁忙的

车流，城投公路积极与交警、养护单位、分包

单位进行沟通，在确保严格落实技术、安全交

底的前提下，增加人员、设备，错峰、分时段开

展围封作业。

优化工程实施后，在距临港收费站2000

米时即开始向来往司乘用户进行电子信息提

示；并于距临港收费站1900米处、400米处分

别设置分流指引牌，新增“东海大桥、南芦公

路、服务区”分流提示地面文字。

站前导流一期优化工程的实施，有力解

决了临港收费站前导流提示不明晰、司乘用

户易“走冤枉路”的问题，有效改善了S2沪芦

高速的交通拥堵现状。

今年1月开展的站前导流二期优化工程

中，施工人员在临港服务区南侧绿化带岛头、

出口和南芦公路收费出口三处点位各增设一

块提示“东海大桥方向由南芦公路掉头行驶”

的标志牌，并于南芦公路出口中分带处，利用

现有门架立柱增设了掉头指路标志。S2沪芦

高速临港收费站出口站前导流一、二期优化

工程，为往东海大桥、南芦公路方向行驶的车

辆提供了有效、清晰、准确的行车路线指引，最

大程度减少了车辆误驶、掉头等问题所引发

的交通拥堵及交通事故，改善了通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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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离小区最近的公交是浦东70路，至少要走15分钟；现在走出小
区门口就是浦东113路，比以前不知道方便了多少！”家住康桥花园的罗
阿姨开心地说，“以往小青年可以骑共享单车前往，我们老年人弄不来的，
只有走路，很吃力。特别感谢浦东相关部门和巴士四公司为我们解忧。”

近日，原先单程30多公里的超

长线路632路公交实施优化调整，分

为两条线路运营，不仅缓解了浦东

康桥及御桥地区居民的出行难题，

还缩短了发车间隔，提升了运营效

率，减轻了司机的工作压力。

近年来，上海公交线路在不断

优化调整，但在实践中，一些超长线

路的优化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建设

调度室等硬件条件不够、因可能增

加出行成本而遭到居民反对等。线

路优化如何克服“众口难调”的困

境，惠及更多的百姓，考验着各方的

智慧和决心。

多方合力解决
居民区出行盲点
1月9日，浦东新区人大代表郁

斐和康花社区十个居民区的居民代

表，来到巴士四公司632路、浦东

113路罗山路终点站调度室，送上写

着“拓展路线，心系百姓”的锦旗。

近几年，康桥及御桥地区新建

了不少居民区，但是部分小区的公

共交通配套还没完全跟上，这让老

百姓、特别是老年居民有些烦恼。

2023年根据浦东线网推进计划，结

合人大代表建议和居民反映，从年

初开始，浦东交委、浦东道运中心、

巴士四公司等联合走访居民区，综

合吸收居民的需求和建议。经过反

复商讨、实地勘探等，最终确定将超

长线路632路以罗山路地铁站为换

乘站，优化为632路和浦东113路两

个部分。

“如果将原先632路通过绕行的

方式，解决康桥及御桥地区居民的

出行问题，将带来连锁反应。”巴士

四公司营运信息部副经理陶玉燕表

示，632路从华夏东路川沙至永泰路

三新路，全长32.8公里，正常路况

下，单程运营时间在2小时30分左

右。“如果绕行至康桥及御桥地区，

增加3公里多里程，势必会影响发车

间隔，单程时间还要延长。如果保

持原先的发车频次，线路的配车和

人员又存在一定的缺口。”

新辟线路受到
乘客欢迎
据悉，此次线路优化后，新辟的

浦东113路不仅解决了康桥及御桥

地区居民的出行问题，多处站点还

可与地铁换乘，发车间隔也比原先

的632路有所缩短。

目前的632路从华夏东路川沙

首末站至罗山路地铁站，线路长度

19公里，高峰发车间隔10至15分

钟，低谷发车间隔15至25分钟，单

程行驶时间65分钟左右。线路途经

浦东新区人民医院（川沙路南桥

路）、地铁2号线川沙站；在罗山路站

与地铁11、16号线无缝衔接，去往曙

光医院东院的乘客，在罗山路站换

乘浦东70路即可到达。

浦东113路从罗山路地铁站至

永泰路三新路，线路长度16.30公

里，高峰发车间隔10至15分钟，低

谷发车间隔20至25分钟，单程行驶

时间60分钟左右。线路途经上海徐

浦中医医院，地铁6号线上南路站、

11号线浦三路站和11、16号线罗山

路站。同样在罗山路地铁站，可换

乘浦东70路到达曙光医院东院。

据悉，浦东113路自1月6日开

行以来，客流呈现稳步上升之势。

从开通初期的日均900人次，增长至

目前的1500人次左右。

线路优化需要
更多智慧和决心
记者从业内获悉，目前上海还

存在着不少公交超长线路（25公里

里程以上）。近年来，随着地铁线路

的不断延伸以及人们出行习惯的改

变，这些线路从起点乘到终点的乘

客寥寥无几。以原先的632路为例，

每天1000多人次的客流，从起点乘

到终点的乘客不会超过20人次。同

时，超长线路受到路况的影响，准点

率差，单程运营时间长，给公交司机

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压力。

然而，目前全市类似康桥及御

桥地区等新建小区，依然存在公交

出行的空白点，百姓对公交出行有

一定的刚需。那么超长线路为何不

优化调整，更加贴近百姓和交通发

展的需求，实现多赢？“每次线路优

化都会碰到很多波折。”陶玉燕解释

称，超长线路的优化主要面临两个

问题，一是如果原先是梯次票价的

线路，优化后会造成一些市民的出

行成本有1至2元的上升，征求意

见时相关居民会极力反对；第二，

优化线路需要新增调度办公、停

车、转乘等场地设施，这些硬件条

件有时也很难满足，632路优化之所

以顺利实施，除了新区相关部门大

力支持外，也得到了老百姓的理解

和积极配合。

上海正在打造15分钟生活圈，

公交线网的优化调整势在必然。如

何让线路优化惠及大多数市民和乘

客，又能提升公交企业的运营效率，

这将考验政府管理部门和公交企业

的智慧和决心。

本报记者 任天宝

听取意见建议优化交通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