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园嵌入绿道
昌平路始建于1923年，总长

约2公里。道路两旁种植着高大

茂密的栾树，还建有2.5万平方米

绿地，约大半个静安公园大小。尽

管有“栾树大道”之名，但因浓翠茂

密的树冠时常遮挡阳光，加上年代

久远、略显斑驳的人行道，整个街

区略显沉闷、暗淡。

去年11月，昌平路“美丽街

区”改造项目启动，以栾树林为

“带”，以周边绿化为“园”，打造生

活与自然深度融合、空间与功能互

相渗透的公园城市街区。

如今漫步昌平路，原有的老

式隔离护栏不见了，沿途可见月

季、百子莲、鼠尾草等200多种观

赏草木与花卉。“步入其中就如穿

行林间，随时可以与大自然亲密

互动。”昌平路街区改造总设计师

虞金龙说。

这里的街区改造，在精心的设

计下尽显温度与细节。记者注意

到，沿街店铺招牌皆以褐色边框线

勾勒，地砖采用明亮的灰白色调，

建筑外墙立面与城市慢行系统有

机融合。每走几步，还有造型各异

的公共座椅，让人随时随地在缤纷

花海享受片刻惬意。

历史融入设计
昌平路历经百年沧桑，有着厚

重的历史与人文气息，也成为融入

街区的一抹亮色。比如，光明牛奶

棚是曾经的“最高牛奶公司”。得

知江宁路口的牛奶棚有装修改建

计划，改造团队积极对接，不仅在

改建中注意和牛奶棚整体设计风

格相协调，还找到了1947年的老

地图，以铸铜浮雕形式镶嵌在门前

地上，将商铺历史融入街区文化。

“启动方案设计时，我们广泛

征集民意，让社区居民与沿街商铺

共同为打造‘美丽街区’献计献

策。”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

局长沈柳说。数据显示，在2022

到2023年期间，静安区人大代表

向市民群众收集梳理138条相关

意见，其中118条得到了采纳。比

如，在昌平路陕西北路北侧蒋家巷

花园内，有一座石库门建筑，原是

蒋家巷生产队所在地，居民希望延

续这一历史记忆，设计团队便以红

砖灰墙修旧如旧，更显老上海的独

特韵味。

全龄友好街区
设计团队对沿途的口袋公园、

廊亭、水景等场所空间开展全要素

一体化更新，打造全龄化沉浸式的

“美丽街区”。

昌平路、西康路路口的“溪梦

园”原是一片破败绿地，野草丛生、

视野狭窄，一潭死水、蚊虫出没。

新设计先是让水系活了起来，又增

加了叠水、喷泉、雾森等元素，廊亭

伞盖也被设计成栾树果子的模样，

与白色小桥相连。“我们还听取居

民建议在园内设置公共厕所。”虞

金龙说。

徐女士住在距“溪梦园”步行约

5分钟的小区，常常带6岁的儿子来

玩耍。“原来这水脏兮兮的，现在环境

好了，孩子在这里玩得不亦乐乎。”

根据不同年龄段市民的需求，

街区嵌入了相应的功能设施。比

如，蒋家巷花园就有“儿童乐园”，

装上了攀爬架、滑梯等游乐设施。

下午4时许，许多孩子在此嬉戏打

闹，大人则坐在一旁赏花休憩。

沈柳介绍，项目一期已有6个

口袋公园建造完成，二期还将陆续

建成4个口袋公园，打通点线面，

形成“一带十园”的新格局。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岂能让直播间“收割”老人 纪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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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林荫道 处处小欢喜
静安区昌平路将建成上海首条口袋公园带

本报讯（通讯员 姚丹萍 记

者 屠瑜）事关百姓“柴米油盐酱醋

茶”，农贸市场是一座城市最具“烟

火气”的地方，承载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坐落于金山朱泾镇

的万安市场，是上海最大室内农贸

市场，平时顾客盈门，逢年过节更

是人头攒动。近日，总是熙熙攘攘

的万安市场开始了升级改造。

据了解，万安市场经历过几轮

更新换代。20世纪80年代，政府在

朱泾镇公园路划出集市贸易区，有

临时摊位，也有门面房，高峰期摊位

多达200余个；1989年，建成万安农

贸市场，设200多个固定摊位、100

多个临时摊位；1999年万安商业广

场落成，建筑面积22808平方米，二

楼为商业用房，底楼为农贸市场，经

营肉类、副食品、淡水产等11个大

类，279个固定摊位，60个自产自销

临时摊位。2001年这个农贸市场

有偿转让给上海金山市场有限公

司，经过标准化市场改造，成为上海

最大室内农贸市场。

如今，这座陪伴消费者走过无

数个春秋的农贸市场，面临硬件老

化、品牌缺乏、智能化水平不够等

问题，亟须改造。据了解，这次改

造将在保留农贸市场“烟火气”的

同时，通过设计创新和智慧化手

段，融入现代“时尚感”，围绕朱泾

镇“15分钟社区生活圈”，打造集购

物消费、生活娱乐、文旅体验等多

元业态于一体的混合型市集空间。

项目方介绍，市集将重新排布

所有摊位，干湿分离，归类整合，在

海鲜水产等容易产生积水的区域

安装换气系统，改善潮湿和异味问

题。大厅空间流线四通八达，各业

态按开放、半开放组合呈现，打破

传统菜市场的常规布局，让消费者

有更好的购物体验。

除了提升购物“舒适度”，市场

内还划出专门区域设置经营户之

家，给经营者提供就餐休息的空

间。同时，将引入各种便民服务，

为顾客提供维修、洗衣、理发、照

相、家政等服务。

保留“烟火气”提升“时尚感”

一场东方美学艺术市集——光

华雅集近日在闵行区颛桥镇光华

创意街区开市，成为不少年轻人

寻梦江南的打卡地。穿越千年岁

月，市集依旧繁华，风雅中透出一

份闲适，古韵里映出些许新潮。

不同于寻常市集，光华雅集以东

方美学造物为主角，汇集了光华

街区诸多品牌企业，分为文创集、

生活集、美食集、文化集四个品

类，时尚、花艺、家具、传统文化、

书籍等30多个摊位吸引了不少

市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赶集。

杨建正 摄影报道

上海最大室内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赶
集

随着2024上海夜生活节的启

动，静安区推出一系列夏夜特色

活动丰富夜间消费业态。在静安

寺广场举办的以“夏日放肆玩”为

主题的初夏市集就是其中之一。

市集有四十余个摊位，美食、手

作、饰品、艺术、露营、咖啡、运动、

绿植盆栽等让人眼花缭乱。“天气

好时，一天可以吸引游人1万多人

次。周末时更甚，休息区域都‘人

挨人’……”主办方表示。

图为雨中的初夏市集为都市
人带来不少夏日的乐趣

本报记者 周馨 摄影报道

雨中的热闹

江南的光华从昌平路、常德路路口一路向东，一条林荫道和
沿街交叠的绿化带蜿蜒曲折，串联起各具特色、布景
别致的6个口袋公园，抬眼是色彩和谐、清新雅致的
建筑墙面，低头是错落有致、触手可及的绿叶鲜花。

昨天，静安区发布昌平路“美丽街区”改造项目
最新成果。作为上海第一批20条林荫道之一，这
条网红马路再次蝶变，成为Citywalk又一好去处。
据介绍，分段分步实施的昌平路“美丽街区”，目前
东段（江宁路—常德路）已改造完成，西段（常德路
—武宁南路）将于年底完工，连成上海首条“口袋公
园带”。

当前有一类收藏品直播间，
主播自称“儿子”“女儿”，称呼观
众为“爸妈”，以“避税”“避开监
管”“人在海外，宝贝回国”，以及
暗示珠宝文玩的高回报率等话术
套路，诱导消费者下单囤货，以求
未来升值。这些直播间的受众多
为中老年人，有的老年人沉迷观
看收藏品卖货直播，不顾家人反
对疯狂下单，甚至为此借款。

从相关报道看，这类直播间
已形成一套较“成熟”的手法。比
如，诉诸情感、剧情演绎、以高额
回报诱导，如有观众质疑，则立刻
被踢出直播间；又如，为躲避监
管，主播会以模糊用语、谐音词、
缩略词等代替关键词，且往往备
有多个小号，一旦被封可迅速换
号……有的老年人对主播话术免
疫能力较差，不仅遭遇经济损失，

家庭关系也受到影响。
对这类直播间，只是封停一

场直播或一个账号是不够的，必
须采取更有效的治理措施。就像
有专家所说，这类直播间已有形
成产业链的特征。不能限于个别
整治，更要整治背后团队及整条
产业链。既需要平台建立起更完
善的治理机制，也需要相关部门
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不久

前，辽宁省康平县公安局就打掉
了一个利用网络直播实施诈骗的
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以保管“古
董”、高价回收等为名，非法获利
  万多元。

当下，老年人在网络消费中
遭遇困境的情况不时发生，一些
不法分子、不良商家以老年人为
目标，利用他们的一些心理以及
触网时间短、辨别能力不强的弱

点牟利。比如此前报道的一些保
健品直播间，便是瞄准老年人治
病养生的期望，肆意夸大产品功
效。对这种情况，需要系统、长效
地治理，好好清理一下这种嘴上
喊“爸妈”，实则以不正当乃至不
法手段“收割”老年人的直播间。
同时，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老
年人提高识别能力，在主播的话
术前有更强的免疫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