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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和法治时代

步道贯通和长宁校区规划提升工程推进实施的过程，实际也是

华政师生忧与思、舍与得、搬与建的思想变化过程。面对工作

中会出现的新问题，学校始终以友好态度与市民对话，通过细

致有效工作及时解决矛盾、化解疑虑、优化管理，把学校和周

边市民的心凝聚起来，让师生、市民都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第三，是校园管理如何做到开放和安全并重。学校主要采

用绿植挪位、绿篱后退、优化楼宇管理等手段共享校园，通过

完善“滨河区域”“公共空间”“楼宇楼群”三道系统，实现

了校内教学科研与市民参访有序并行；提升校园应急处置能力

和疫情防控意识，开展针对性校园安全提示、文明标识指引；

组建学生志愿者队伍“小橙子”参与建筑开放管理，为市民提

供高质量参观服务。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郭为禄表示，学

校充分认识“一流城市孕育一流大学，一流大学成就一流城市”

的关系，通过努力实现历史风貌保护与城市有机更新，校园整

体风貌融入苏河滨水景观，建成了上海第一个全面开放的历史

风貌校园，极大提升了市民沿江休闲品质，为市民提供沿江最

优雅的人文空间。

苏州河畔的思政课堂

去年国庆期间，郭为禄书记曾亲自化身“讲解员”，在主

题展现场为百余名师生带来一堂行走中的实景式党课，为青年

大学生带来一场精神洗礼。学生以“行走的思政课”方式打卡

校园红色地标，穿梭百年华政园，身临其境，于一步一景中感

受历史的厚重。

10 月初，“伟大精神铸就伟大时代”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

精神专题展巡展至长宁区，在苏州河步道华政段的法剧场正式

公里滨水公共岸线基本贯通开放，“一江一河”逐步成为超大

城市宜居生活的典型样本。其间，华政始终坚决贯彻市委决策

部署，主动对接城市发展战略，高标准对接上海“一江一河”

贯通布局。

2021 年 9 月 23 日，900 余米的华政段沿苏州河步道正式向

市民开放，不出意外地大受市民欢迎，开放 3 个月就接待了市

民游客近 20 万人次。

为了让市民更深入地了解这里丰富的红色资源和上海城市

历史文化，学校在滨河步道旁的格致楼同步举办了名为“苏河

明珠——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历史文化展”的主题展览。

记者注意到，原本分隔校园与河滨步道的围栏全部被拆除，

缓坡草坪、精致花境、匠心点景，由慢行步道串联的滨水空间

变身多元、活力、共享的“后花园”。优化提升后的滨河公共

空间最窄处约 4.5 米，最宽处约达 98 米，整体面积约 2.1 万平

方米，较原有空间增加 1.86 万平方米，增幅达 88.6%。

而这份“开阔”来之不易，每一寸空间背后都是一份协力

同心。郭为禄坦言，打开校园的过程中，主要遇到三方面的顾虑，

可概括为三个“理”。

第一，是物理空间上如何打开围墙通透校园。较之黄浦江，

苏州河沿线的滨水空间尺度较小，可以全新塑造的空间较少，

有些部位受传统空间所限，最窄处甚至仅能容纳 1—2 人通过。

在“小尺度”上做文章，一如过去上海人常说的“螺蛳壳里做

道场”，考验着规划、设计、治理水平。

郭为禄表示，学校在落实过程中明确了“四个尽量”——“能

搬尽搬、能拆尽拆，能让尽让、能开尽开”。为了最大限度退

让环河空间和最大幅度留出景观步道，长宁校园克服许多困难，

搬迁沿河住宿的学生，拆除滨河全部围墙和隔离栏，拆除非文

物保护建筑18处（约3056平方米），滨河开放空间是原来的9倍，

将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了市民。

第二，是心理空间上如何打开心墙、通达人心。在苏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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