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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版《上海手册》围绕“青年引

领城市气候行动”，收录了来自12个国

家和地区的18个重点案例。

中国共6个案例入选
18个重点案例中，中国有6个案

例入选，分别是上海杨浦区长白228街

坊城市更新、徐汇区口袋公园建设、南

宁社区低碳建造行动、昆明翠湖公园

青年合伙人、成都麓湖公园社区活动，

以及香港安达臣道石矿场用地发展。

2024版《上海手册》的18个重点

案例，涉及城市更新、低碳转型、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海绵城市建

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社区治理、信

息服务、科技与数字化创新、国际合作

等内容，旨在通过服务青年、赋能青年

进而实现青年引领这一层层递进的逻

辑关系，从全球—国家—地方实践的

广阔视野，探讨如何鼓励青年积极参

与气候行动、推动城市和社区治理，以

增强城市韧性，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

挑战。

今年，《上海手册》首次收录来自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案例，介绍了特区政

府采取一地多用模式开发安达臣道石

矿场旧址，规划打造集居住、商业和游

憩于一体的大型综合社区，以满足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增强社区的气候韧性和

包容性。

南宁案例介绍了在南宁市老旧小区

提升改造过程中，呈现的一种由管理部

门和社会力量成立联合工作团队的模

式，通过社区议事制度支持，推行社区低

碳循环建造，并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昆明案例介绍了翠湖公园通过整

合科研机构和高校资源建立云南省科

普教育基地，打造采用AI监测识别和

环境DNA采集等技术的“翠湖鸟类生

物多样性智慧监测识别系统”，推动翠

湖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

了生态价值转化。

成都案例介绍麓湖公园社区以生态

为主题，开展多样化的公众教育和参与

性项目，推动社区低碳运维，在社区内培

育良好的生态文明素养与公共传统。

徐汇杨浦各有案例入选
18个重点案例中，“杨浦区长白

228街坊城市更新”和“徐汇区口袋公

园建设”为入选的2个上海案例。作为

上海城市更新示范项目之一，长白228

街坊是1952年上海兴建的第一批“二

万户”工人住宅，经过改造后于去年5

月焕新归来。

焕新后的长白228街坊，最大程度

保留了工人新村时代的印记，复古的

红窗棂，一排排低矮却不失精致的老

房子。同时，增加社区商业和公共空

间，聚集了长租公寓、生鲜蔬菜集市、

艺术培训、休闲健身、中心绿地等多重

业态，打造全龄友好“15分钟社区生活

圈”聚集地。

长白228街坊在更新改造中，充分

引入青年规划师和建筑师专业团队、

社会企业及艺术家等力量，在政府、企

业及社区的多方合作之下推动社区包

容性更新，增强社区凝聚力和整体韧

性。可以说，长白228街坊的焕新，正是

“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

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结合的鲜活

范例。

“徐汇区口袋公园建设”案例，则全

面反映徐汇区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的经验

方法。在乐山绿地的改造过程中，通过

调研听取民意，形成建设“正面清单”和

“负面清单”。并在设计中注重细节打

磨，如日照分析和座椅分布，使得设计方

案贴近居民需求，实现了共商共建。

如今，全新的乐山绿地不仅老少

咸宜，打开围墙，还兼具传统功能与现

代科技。融合了阅读空间、儿童游乐、

户外健身、社区舞台等众多景观与功

能，满足了居民对开放空间中绿色、生

态、健康与文化艺术的多元需求。

近年来，徐汇区紧密结合“公园城

市”发展目标，聚焦老百姓“家门口”的

小型绿地空间，通过拆违建绿、单位附

属绿地打开、老绿地改造等方式打造

了近30个老百姓喜爱的口袋公园。“这

些口袋公园结合不断推进的城市有机

更新工程，针对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

的差异化需求，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参与，让市民在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中收获满满幸福

感。”徐汇区绿化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如是说。

本报记者 裘颖琼

上海两案例聚焦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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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0月31日是世界城市
日，今年又恰逢世界城市日设立十
周年。
世界城市日，源自2010年上

海世博会闭幕之际发布的《上海宣
言》。宣言倡议，“将10月31日上
海世博会闭幕之日定为世界城市
日，让上海世博会的理念与实践得
以永续，激励人类为城市创新与和
谐发展而不懈追求与奋斗”。2013

年12月，第6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

了设立世界城市日的决议。
十年来，全球有越来越多的城

市加入到宣传和庆祝世界城市日
的队伍中来，世界城市日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为各国城市提供了互相
交流合作的平台，提升了国际社
会各界对城市发展的关注；也为
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城市可持续发
展、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和新城市议程发挥了
重要作用。
今年是“人民城市理念”提出

五周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
动上海主场围绕“共建人民城市，

共享美好生活”主题，不仅有“高
大上”的7场边会，聚焦经济、社
会、环境、文化、治理等城市可持
续发展重要维度展开研讨，还依
托世界城市日这一国际平台，推
出“接地气”的活动，比如推出上
海16个区全覆盖的“一区一活
动”，组织形式多样的体育、科普、
科技、参观、讲座、服务等社会公
益活动，营造全市范围内共庆世
界城市日的浓厚氛围，提升市民
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作为中国主场活动上海主场

“一区一活动”的特色“名片”，普陀

区于9月19日在苏河之畔，开启了
以“‘绿’活苏河，共促‘城’长”为主
题的世界城市日普陀区半马苏河
专题交流活动暨2024世界城市日
公益主题周活动。普陀区建设管
理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半马苏河”
从打通堵点实现全线贯通，到岸线
的商业发展、文旅体发展全面开
花，始终在建设过程中贯彻落实人
民城市理念，“这次活动不仅提升
了普陀区‘半马苏河’的知名度，还
让广大市民群众了解‘半马苏河’
的现状与未来，从而更加积极地参
与滨水空间的建设”。

今年，这样全民互动、全民参
与的活动在世界城市日期间还有
很多。开幕式发布了5个公益品
牌活动，这些品牌体现了世界城市
日平台的汇聚效应正在日益显现，
不断为市民提供参与平台，助力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城市的未来发展将走向何

方？城市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
展？在时代的考题面前，世界城市
日的举办再一次提醒我们：既要把
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更要用优质
的供给服务人民，共建共治共享的
融合，落脚点始终在“人”。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今天
是世界城市日，以“共建人民城

市，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的

2024年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活

动上海主场暨2024城市可持续

发展全球大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举行，来自国内外政府代表、相关

城市市长与城市代表、专家学者、

企业界人士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代

表约350人出席开幕式。

活动发布了2024版《上海手

册》及《上海指数综合指标使用指

南》。《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

持续发展指南》起源于2010年中

国上海世博会，是一部在中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支持下，由上海

市人民政府与联合国人居署、国

际展览局共同主编的城市可持续

发展优秀实践案例集。《上海手

册》的编写实践是依托世界城市

日平台开展的一项多边合作成

果，今年发布第10部《上海手册》，

即《上海手册·2024年度报告》。

《上海指数综合指标使用指

南》是今年“上海指数”的最新研

究成果。为进一步提升“上海指

数”影响力和可操作性，该指南为

上海指数47个综合指标的使用

进行阐述与指导。指南包括“上

海指数”背景、目标与意义，遴选

原则、机制，以及对“上海指数”的

47个综合指标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包括定义、方法模型、与SDG和

NUA的关联性、数据来源等。目

前，上海还在完善“上海指数”，这

是监测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

城市议程的重要工具，也是未来

将成为上海奖评选的量化工具。

第六届上海社会组织公益创

新创业大赛、“活力街区 青春之

城”黄浦区青年发展型城区微更

新大赛、第十届全国大学生城市

治理案例挑战大赛、上海市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第七届“孩子

眼中的未来城市”和人民城市 ·美

丽街区Citywalk路线展示等5个

全民互动、全民参与的公益品牌

活动同时发布。

今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

动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举办。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

奖）将首次走出国门颁发。上海奖是联合国人居署和上海

市人民政府共同发起的首个国际奖项，也是上海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新城

市议程》的重要载体。

世界城市日不仅是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见证者，更是

推动者和实践者。通过这一平台，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城市建

设的成就和经验，同时也学习和借鉴了其他国家在城市发展

方面的先进做法，共同推动全球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

作为世界城市日的发源地、“永久主场”，以及城市可持

续发展全球大会的举办地，上海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地理

优势、经济实力和文化魅力，与全球城市一道，共同探索城

市发展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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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绿地是休闲放松好去处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梦泽 ■ 长白   街坊让全龄人群“乐居、乐业、乐活”

18个重点案例入选2024版《上海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