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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滨江。当时，习近平对杨浦区科学改造滨江空间、打造群众

公共休闲活动场所的做法曾表示肯定。并称，要像对待“老人”

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

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从结果上看，杨浦那些工业时代老建筑的空间是这样改变

的——百年制皂厂中，废水处理管道变成了时光隧道，废水池

成了下沉式空间；始建于 1884 年、更名于 1902 年的祥泰木行

旧址，重新整修成为公共开放空间，不仅可以看书喝咖啡，还

有人利用这一空间组织单位内部会议、学习。那看似老旧的一

门一窗、一梁一柱，与周边爬满爬山虎的一处老墙呼应起来，

让人追忆起往昔……

今年以来，黄浦码头旧址、杨树浦水厂等 20 处百年建筑又

装备了新科技，游人可以通过“无线感应”来听老建筑“亲自

娓娓道来”说自己的历史。此外，杨浦滨江还在着力打造博物

馆群落——已建成的有上海自来水科技馆、中国救捞陈列馆。

今年新建的“初心启航”展厅、国家级非遗上海港码头号子展

示区已向公众开放，讲述着 100 多年前，周恩来、邓小平、聂

荣臻等有志青年从这里登船出发赴法勤工俭学，探寻救国真理

的故事。

昔日的“工业锈带”，经过改造升级，不仅仅摘去了所谓的“神

秘的面纱”，亦不仅仅是可供参观欣赏的“百年工业博览带”，

更成为市民感受上海今昔、畅想上海未来的一个所在。

当然，在大力推近工业遗产转化的同时，杨浦亦在探索打

造“世界会客厅”全域旅游示范区，包括加快建成、启用上海

国际时尚中心码头，实现浦江游览多点停靠；开通滨江电瓶车、

观光小火车等旅游公共交通服务等，打造一批区级、市级、国

家级公共文化和旅游品牌；建造世界技能博物馆。以数字文化

产业为引领，重点布局一批在线文娱、知识付费、文化金融等

产业项目。

《新民周刊》记者还了解到，在杨浦滨江的建设过程中，

不少专家与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帮助管理部门改善工作，提高

效能。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虞浔在杨浦滨江漫步休闲时，萌生

了设置一个收集人民意见之平台的想法，当他把想法通过书信

提交到杨浦区委，两周后就收到回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大学三年级学生徐英智此前向杨浦区政府提交了进一步完善滨

江区域便民利民措施的建议，一周之内就收到反馈。此种“献

计于社会”的热情与“问计于市民”的诚恳之间的互动，催生

了人民建议征集平台的设立。

提及此，谢坚钢说：“在杨浦滨江的建设、改造中，管理者、

建设者、普通群众置身同一话语层面，享有同等表达意见的权利。

我们始终从群众切身感受出发，聚焦群众需求，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生于杨浦、长于杨浦的普通市民小晶 9 月 20 日去了一次复

兴岛。他告诉记者：“小辰光一直觉着复兴岛就像海外岛屿般

的存在，这次探访岛屿，还是有种出上海之感。我觉得这种感

觉要珍惜。毕竟，这是位处阿拉上海黄浦江上的一座岛屿。”

如果说杨浦的“工业锈带”总体上变成了“生活秀带”，杨浦

人得以在这一片热土上将生活过得浓墨重彩如一场大秀，那么，

复兴岛反倒是这场大秀的调剂之所。作为黄浦江内唯一的封闭

杨浦滨江的雕塑《金灿朝霞》。

“绿之丘”美的旋律。摄影 /杨建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