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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孙云）昨天傍晚6时，杨浦

区新江湾城街道的不少居民来到杨浦区人大

常委会举办的“人民城市·人人议事厅”民主实

践活动现场。他们讨论的是专属于这片“城市

绿肺”的争议话题：新江湾城街道水域面积

72.21万平方米，河道总长18.2公里，近两三年

来，划桨板、皮划艇、赛艇等水上运动蔚然成

风，仅加州水郡和嘉誉湾两个小区居民购买的

船只就超过300条。当别的小区在头疼停车

难、僵尸车、停车位装地锁时，这里烦恼的是停

船难、僵尸船和码头私人化。水上运动蔚然成

风，既给基层治理带来难题，也对生态环境、野

生动物栖息带来挑战。如何平衡人、鸟、水三

者关系，成为昨晚激烈争论的焦点。

首先发言的是一批水上运动爱好者。他

们的观点十分鲜明：新江湾城水域的水质那么

好，不划船、不游泳、不钓鱼“简直是一种浪

费”。在天然河道这样的公开水域中，既然法律

没有明文禁止，城管队员就没有必要“管太多”，

也反对主持人称其为“野划”“野泳”“野钓”。有

人抱怨因为街道不允许，所以一些赛艇爱好者

只能远赴松江、浦东等地“过把瘾”。还有人觉

得，街道城管通过无人机热成像监控、人力巡逻

等方式禁止水上运动，反而会促使爱好者“昼伏

夜出”，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不过也有不少居民提出，近两年来，伴随

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感觉水域水质明显下

降。一名在河边住了10余年的居民特意亮出

手机相册，展示上周拍摄到的蓝藻画面。还

有一名女士表示喜欢欣赏安静的河面，而这

正是当初吸引她以高于同类地段价格购买新

江湾城房屋并移居这里的原因。如今，大量

居民下河划船，不仅造成河岸周边绿化被破

坏、小区里的公共空间被上岸停放的船只挤

占，车辆在河边绿道乱停放也很常见，社区生

活品质大受影响。

部分鸟类爱好者、生物专家以及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提出另一个问题：新江湾城不仅

是居民的家园，也是许多水鸟、黄鼬、东北刺猬、

小灵猫等动物的家园。特别是占地24.88公顷的

新江湾城生态走廊为众多野生动物营造了良好

的栖息生境。例如，新江湾城有上海唯一的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小灵猫栖息地。去年，小灵猫栖

息地面临施工建设，野保工作者在河道上建

了三个浮桥通道，以便它们能搬到生态走廊

里，却遭投诉称影响划船。所以，如何避免水

上运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也值得思考。

对于“疏”和“堵”的辩证关系，市民和生

态环境学者各抒己见，杨浦区建管委等部门

也作了现场回应。一位人大代表表示，水上

运动的兴起带来的系列“连锁反应”，对策既

需要力度也需要温度，“堵”的手段和“疏”的

智慧要更好地结合，执法才有效率。

如何既满足人民群众的亲水需求，又能

保持河道水安全、生态平衡？其实，杨浦区有

关部门和新江湾城街道也做了创新探索。今

年6月，新江湾城国际社区水上运动中心在新

江湾城公园内揭幕，既能让居民在划定水域

内安全无虞地畅享水上运动的乐趣，又能得

到训练指导，提升运动技能。实践证明，以自

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内在价值

的三治融合，协同发力、优势互补，才能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参与水上运动的需

求，推动水上运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如何平衡社区公共水域人、鸟、水关系，新江湾城
街道昨晚开了一场讨论会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佳琳）静安苏
河湾地区是上海“一江一河”发展规划的

重要节点，北站街道地处“一轴三带”发

展战略的世界级滨水商务区的核心区

域。去年3月，北站街道启动精细化管

理滨水示范区的创建。3月以来，17大类、42

个项目正加速落地，其中30余个已全面完

成。数据背后，是北站街道精细化管理滨水

示范区正迎来新一轮的“蝶变”。

去古朴典雅的天后宫打卡拍照，在街边

咖啡馆、奶茶店的公共座椅上聊天小憩，或是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CityWalk……很难想象，

10多年前这儿是老旧住宅集聚区。经过更

新改造，现今这里高端商业商务楼宇林立。

不过，随后的管理能否跟上？来自瑞典的

Fotografiska是一家影像艺术机构，其亚洲旗

舰馆就坐落于光复西路晋元路口，毗邻四行

仓库。“四行仓库的人流量那么大，但周边区

域的环境非常干净，根本看不到垃圾。”

Fotografiska中国区业务发展及公共事务总监

江美玲说。原来，这离不开街道独创的“3·5·

10”管理响应机制。北站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天正介绍，从清理垃圾到处理突发事件，“3

分钟到场，5分钟响应，10分钟先期处置”是

常规操作。同时，还辅以信息化手段，安装了

33个探头，主动发现问题。

苏河湾万象天地是北站街道辖区内一大

型商业载体，高峰时日客流量16万人次，周边

商务楼集聚，外卖骑手、快递小哥时常穿梭其

间。“刚开业时，非机动车的停放成为一大难

题。”苏河湾万象天地物业总经理姚冕告诉记

者，他们也尝试过“一刀切”，但收效甚微，无奈

只能求助街道。双方反复调研商讨，先是梳

理了周边马路上的非机动车划线点位，然后

根据外卖骑手的便利性设计动线，增设3个非

机动车停放点。前些天一个工作日17时许，

记者在苏河湾万象天地天桥下方看到，许多

外卖骑手自觉地将非机动车停放在此处。现

场有安保人员维持车辆秩序，一旁标牌写着

“快递、外卖临时停车点”。“目前，北站街道内

的苏河湾万象天地与大悦城两大商业载体共

设置了7个非机动车停放点，有效解决非机动

车的管理难题。”王天正说。

另外，现今浓厚的艺术氛围既源于沿着

苏州河呈带状分布的20余家艺术机构，更与

“艺术联盟”的成立息息相关。“街道充分挖掘

潜力，着力打造‘北站滨河艺术走廊’，搭建世

界级的文化艺术交流平台。艺术联盟将这些

艺术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发挥了1加1大于

2的作用。”北站街道党工委书记姚磊说。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上下楼就
是上下游”，打造聚焦垂类模型应用的

大模型产业生态集聚区。昨天，“模力

启航 驱动未来”模力社区入驻仪式在

浦东新区张江城市副中心举行。

面对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浪潮，浦东新

区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世界级产业集群式发

展，出台支持大模型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持

续吸引大模型企业聚集发展，打造聚焦垂类

模型应用的大模型产业生态集聚区——“模

力社区”。“模力社区”坐落于张江科学城城市

副中心，总建筑面积逾20万平方米，其中核

心承载区6.1万平方米。以“前沿聚焦、场景

驱动、平台支撑、生态集聚”四个核心驱动力，

加速AI价值释放，催动行业模型赋能实体经

济，支持企业专注研发创新，加速培育新质生

产力。

入驻仪式上，小度科技、岩芯数智、蔚励

科技、光本位等24家垂类模型上下游生态企

业正式入驻“模力社区”。截至目前，模力社

区已集聚了覆盖底层技术、应用研发、场景设

计、算力支持等领域的模型企业近40家，组

成了闭环式的研发圈层和应用场景，入驻企

业之间互相协作互相赋能，真正实现“上下楼

就是上下游”的产业链集聚效应，构建高效生

态圈。大模型产业要真正落地，应用场景是

土壤，投资孵化是养料。“模力社区”致力为入

驻企业提供良好的产业应用领域和良好的科

创环境，多维度、多方面助力大模型企业快速

发展。

当天，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张

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代表“模力社区”与国地共建机器人创新中

心、农行张江联合科创金融实验室、中兴通

讯、云上贵州、硅基流动等15家应用场景生

态伙伴以及26家金融生态伙伴签约，依托张

江原有产业优势和资本基础，让垂类模型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一手握场景一手握资本”，

实现产业赋能和资本赋能双循环。

此外，“模力社区”还在核心承载区设立

了“模力 ·源”孵化器，面积超5000平方米，配

有共享交流空间、产品展示空间、需求对接空

间以及10多间共创会议室，精准定位创业企

业需求。截至目前，“模力 ·源”已吸引16家

垂类模型初创企业入驻。

未来，“模力社区”将立足上海、对标国

际，抢抓大模型在垂直领域形成爆发式应用

的重要机遇期，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推动建设更具竞争力的世界级人工智

能产业集群。

赋能苏河湾，静安区北站街道迎“蝶变”浦东新区打造大模型产业生态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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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在新江湾城公园水上运动中心畅享玩水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