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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方面帮助印钞厂重建和恢复因围墙内退破坏的生产性、管理性

设施，确保工程顺利进行的同时，上海印钞厂能够正常经营生产。

如今，全长 21 公里的苏州河普陀段沿岸涉及的 19 个断点

已完成了 12 个断点的贯通。但事实上，每一处断点的推进过程

都极为不易。

以苏州河普陀段南岸贯通为例，一共涉及 10 个小区内部空

间。特别是在居民区，矛盾尤为突出。如何解决“亲水需求”和“私

人领地”之间的矛盾？沿河的各个街道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为了让滨水空间连接起来，街道针对不同居民区特点，制

定专属贯通方案，充分发挥居民区党组织引领作用，去年一年

就完成了 8 处断点贯通。半岛花园段是其中最后一个断点，也

是最大的难点。街道主要领导多次牵头协调区相关职能部门与

业主沟通搭建平台，先后数十次召开专项工作推进会，直面矛盾，

共商共议，最终得到小区居民的理解、支持、配合。

目前，普陀区正在打通滨河沿线和内部巷道空间的基础上，

基于规划功能布局，围绕慢行等交通需求，对全线贯通区域进

行品质提升。

据普陀区建管委介绍，苏州河普陀段在设计之初就明确苏

州河宜居生活定位，着力体现有温度的慢生活特色和苏州河沿

线的城市色彩。因此，岸线贯通中十分注重深度挖掘城市记忆，

对沿河上海试剂总厂烟囱、圣约翰大学河东旧址、上海麻袋厂

旧址、阜丰福新面粉厂旧址等十余处文保单位进行充分的历史

文化挖掘，让岸线与老建筑融为一体，让市民望得到河、品得

到绿、看得到历史。如 M50 十二毛纺厂前的岸线步道周边，均

采用锈色铁艺花坛进行装饰，沿河栏杆也力求实现做旧效果。

接下来，苏州河普陀段还将在沿线设置 14 个可供市民休憩的、

包含丰富公共服务设施的驿站空间，并将“苏河十八湾“文化

内涵植入其间。

在“都市之心”感受美好生活

苏州河自西向东一路蜿延奔流，在静安地域优雅地划出

一道亮丽的弧线，由此诞生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苏河湾。历史

上，苏河湾一直占据着上海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这里也曾

是中外资本竞逐的热土，集聚了 17 家银行和仓库。作为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工商业金融中心之一，她见证了百年风云变

幻，被赞誉为上海的“都市之心”。

两区合并后，苏州河静安区段同时拥有了南岸、北岸两面

风光。12月6日，两岸间的桥梁又添“新丁”。有着“苏河之眼”

之称的昌平路桥于上午 10 时正式通车。

这座桥的诞生，曾是很多人的期待。作为北横通道附属工程，

它不仅是缓解中心城区交通压力的重要市政工程项目，也是静

安、闸北两区合并后的重大民生工程，打通了新静安南北的生

活与经济轴线，昌平路桥往西，可通往老静安的曹家渡、静安

寺等主要商业区域；往东，连接起老闸北火车站、不夜城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昌平路桥的一大亮点就是“慢行优先”。

为了提升过河的安全性，桥面上的人行道与机动车道相隔离。

同时，台阶和无障碍坡道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每当

夜幕降临，昌平路桥面的景观灯带绚烂多彩，桥梁倒映在水中

微微荡漾，为市民提供苏州河畔舒适、惬意的休闲漫步空间。

与昌平路桥通车差不多同一时间，苏州河静安段总商会景

观节点也揭开了面纱。在这里，总商会和周边新老建筑交相辉映，

宜人的景观绿化串联雕塑、地刻、光影等丰富载体，融合影像、

绘画、音乐等多样形式，展示静安苏河底蕴，将悠久历史往事

与现代生活艺术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滨水空间，

为市民提供了又一处诗意、生动的休闲场地。

苏州河静安段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