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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小角落

绿化、市政、交通等多个部门，不同的部门按照各自的规范对

空间的改造提出要求，有的规定可能还互相存在矛盾。作为凯

旋路桥下空间微更新项目的建设单位，长宁区建管委在推进项

目落地的过程中一直积极与各部门进行沟通协调。长宁区建管

委吴璇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的原则是，

在符合相关规范的基础上最大程度保留设计团队的想法。”

城市微更新的另个难度在于，设计者首先要考虑如何在已

有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同时，这些公共空间往往还承担着

其他功能，比如地下管线、其他市政设施等等，这比在一片空

地上做设计要复杂得多，需要多个部门的参与和合作。

最终，凯旋路桥下空间微更新在长宁区建管委的推进中不

仅顺利落地，而且通过这个项目，各个部门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之后做其他桥下空间的微更新时，各部门的协作沟通会变得更

加顺畅。

黄晓晨说，凯旋路桥下更新完成后，不少媒体来采访，也

有很多政府部门实地参观取经，甚至有其他城市的相关部门找

到她，邀请她参与这些城市的桥下更新。可以说，上海的桥下

空间微更新，已经在城市更新的实践中走在了前面。

微空间运营维护，需要更多创意

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原常

务副校长伍江教授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城市微更新

的目标不是单纯为了“好看”，不是简单的城市美化，而是提

升这些空间的功能，让居民感受到便利或者获得服务。

伍江教授的观点，不仅涉及微更新的设计、建设，还涉及

空间更新后的运营和维护。

作为苏州河沿线桥下空间的一次尝试，凯旋路桥下空间更

新后，运维被纳入长宁区苏州河沿岸一体化维护管理工作中，

一位在“糖苏河”游乐场执勤的保安告诉记者，每天都有保安

在这里值守，维护安全和整洁。

除了作为休闲场所让政府部门承担运维责任，桥下空间更

新后有没有其他的运维形式呢？

冬日的工作日，《新民周刊》记者来到普陀区武宁路桥下，

今年夏天开业的 SKF 桥下咖啡馆里，一位外国顾客正在工作，

陆续有一两个顾客走进咖啡店点一杯咖啡。

店主钱女士告诉记者，咖啡馆周末和节假日顾客比较多，

一个非洲鼓爱好者的团体首先把这里当做一周一次聚会的地方，

咖啡馆门口桥下一个开放的空间，铺着木地板，正适合打击乐

爱好者们敲奏。后来一个骑行俱乐部也看中了咖啡馆，俱乐部

成员每周会到咖啡馆碰头。有摄影爱好者发现咖啡馆适合展示

摄影作品，于是在这里办了个小小的展览。

平时附近社区有几个小朋友放学后会到咖啡馆做作业，等

家长下班。

尽管桥下不如商业街区那般拥有天然的客流，但这家咖啡

馆显然也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道。咖啡馆的店员除了负责咖啡

馆内的工作，还会附带着维护咖啡馆外的公共空间——户外空

间的整洁舒适实际上也关系着咖啡馆的吸引力。

武宁路桥下空间的设计出自名师之手，著名建筑设计师、

同济大学客座教授张斌，有很多优秀的建筑作品，近年来他又

在城市微更新上拿出佳作，黄浦江边的望江驿就是大家非常熟

悉的作品。

驿站的概念被张斌延续到桥下空间的更新中。武宁路桥下

空间被设计成全木结构，这让原本以灰色为主基调的钢筋混凝

土桥下，变得温暖起来。桥下的封闭空间如今是咖啡馆，开放

空间可以用来演出，而厕所、预留的自动贩卖机位置，则是为

了给路过这里的人解决最实际的困难。

武宁路桥有张斌的儿时记忆。上世纪 80 年代初，武宁路桥

西侧还是钢铁厂，而张斌的家当时就在距离武宁路不足 500 米

远的小区。那时，他和小伙伴们经常走到引桥下，看钢铁厂车

间里生产钢条。等他上小学时候，学校教练会带着他们到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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