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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上海杨浦滨江围绕“以工

业传承为核”的设计理念，实

现工业遗存的“再利用”、路

径线索的“新整合”、原生景

观的“重修复”、城市更新的

“催化剂”。

杨浦滨江在留住历史文脉

的基础上，将城市滨水区工业

化时期的建筑功能进行置换，

把过去单一的产业、运输业

态，变为集商业、休闲、旅

游、文化、会展、博览等多种

城市功能于一体的业态组团，

让滨江成为“以人的使用为核

心”的城市公共空间。

上海杨浦滨江推进工业遗存再利用、原生景观的重修复——

“工业锈带”变身“生活秀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则瑾

走进广东惠东流动文明巴士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黄少卿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上海黄浦江45公里岸线贯通开放，沿
江美景处处可见，但“最美滨江”当属杨
浦。这里有绵延十多里、见证了上海近现代
工业发展历史的工厂区，曾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专家称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
带”。

自上海 2002 年启动黄浦江两岸开发
以来，集全市之力聚焦滨江公共空间建设，
近3500家单位完成动迁，腾让滨江土地约
750公顷，实现中心城区从杨浦大桥到徐浦
大桥45公里岸线的贯通开放，在上海最核
心区域植入约600公顷的生态绿地、约40
处近3.5万平方米的嵌入式运动场所，浦江
两岸正在成为连续贯通里程最长、城市更新
区域最大、城市功能最为丰富的世界级滨
水区。

工业传承为核

在杨浦滨江15.5公里岸线上，有数百
处工业遗存。杨浦滨江区域的规划研究和城
市设计历时十余年，可谓深思熟虑、精雕细
琢。如今，百年工业遗存成为杨浦滨江最炫
最酷之处，收获无数好评和奖项。

2019 年底，在被誉为建筑界“奥斯
卡”的世界建筑节上，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
间示范段入围决赛，获得“城市景观类别
奖”，并最终摘得“年度景观大奖”。

获奖的是杨浦滨江公共空间一期工程，
也就是杨浦大桥以西2.8公里的区域。这里
曾经工厂码头林立，是上海老工业集聚地
带。2017年贯通开放后，附近居民终于告
别了“临江不见江”的生活。

“以创新的方式再现历史古迹，并结合
精美的细节，将城市与滨水区重新连接起
来”——“年度景观大奖”胜在于此。同济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原作设计工作室杨浦滨
江设计师王绪男说：“我们改变了人们对于
工业遗存的认识，让大家发现原来工业遗存

可以如此有趣。”
同济大学教授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总

设计师章明说：“在‘还江于民’的大前提
下，要彰显文化并体现活力。目前，杨浦滨
江公共空间还在不断延伸。未来，这条滨江
带将被注入更多内涵，打造成为生活化、生
态型、智慧型的工业博览带。”

杨浦滨江南段岸线上，除了大批极具特
色的百年工业遗存，还规划保护保留总计
24处66幢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达26.2万
平方米。这些重要的历史遗存特色鲜明、保
存良好，赋予了杨浦滨江独特的空间特征，
已成为杨浦滨江的名片，也是杨浦滨江在后
续综合开发过程中必须重点加以保护和开发
利用的宝贵财富。

杨浦滨江确立了“以工业传承为核”的
设计理念，实现工业遗存再利用、路径线索
新整合、原生景观重修复、城市更新催化
剂。希望既把工业历史保护好，又使现实与
传统交相辉映，让每一个来到杨浦滨江的
人，都能够阅读这座城市的建筑，感受这座
城市的肌理，感悟这座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
风貌。

保护城市肌理

在杨浦滨江，随处可见设计师的“巧
思”，水管状的路灯、装了仪表盘的长条
凳、工业装置模样的垃圾桶、工厂当年的钢
质拴船桩。

漫步杨浦滨江，在硬朗的工业风中穿
行，不时看到鸟儿在江面上飞翔，芦苇、池
杉等在风中摇曳，不经雕琢、富有野趣的一
幕让人不由得心中一动。

这是一片湿地，水草丰盈，水中有小鱼穿
梭，金属栈道上刻注着一个个纺纱大事记
……这就是藏在原英商新怡和纱厂内的“雨
水花园”，通过植物、沙土的综合作用使雨水
得到净化，并使之逐渐渗入土壤，涵养地

下水。
杨浦区滨江办常务副主任、滨江公司董

事长左卫东说，这里能观察到30多种鸟
类，包括在市区非常罕见的伯劳鸟，这里独
特的滩涂资源每年11月会吸引包括从贝加
尔湖飞来越冬的多种鸟类。

左卫东说：“杨浦滨江的生态除了看绿
化面积和绿色建筑有多少，还要看鸟儿愿不
愿意来。”他们正与复旦大学生物研究所合
作，建立“鸟类指数”，公共空间生物多样
性调查和评估也在合作展开。

今年6月底，杨浦区发布《杨浦滨江全
力争创人民城市建设示范区的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瞄准世界一流滨水公
共空间，“三年计划”对杨浦滨江公共空间
的建设更注重绿色生态，首次提出“公园城
市”的理念，将推进最大规模的工业遗存转
化和最大体量的旧区改造，使其成为人民城
市建设的示范区。

目前，杨浦滨江正在积极申请创建“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都市旅游治理现
代化最佳实践区”。杨浦区文旅局局长杨茵
喻说：“世界技能博物馆、涵芬楼文化中心
等正在建设中的项目，不仅提升建筑的可阅
读性，也能留存珍贵的城市记忆。我们要把
原来重要的城市肌理保护好，还要赋予其新
的功能，成为城市中的重要景观。”

细节体现温度

杨浦滨江区域在开发、建设、管理中，
有关部门主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最大限
度地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
充分汇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使城市的发展
契合人民的要求。

左卫东说：“最近，我们在滨江党群服
务站设立了人民建议征集点。”党群服务站
是滨江上的一座座小小的驿站，提供手机充
电、直饮水、医疗急救、图书借阅等服务。

在滨江走累的居民和游客可以在这里歇歇脚
聊聊天，有什么想法可以投入建议征集点。
对收集到的建议，区信访办将会同滨江办、
滨江公司结合实际给予采纳运用。

左卫东感慨，过去滨江建设更关注公共
空间开发了多少，修建了多少公园、绿化和
道路。如今滨江建设更多从人民的角度出
发，建设以人为本的软硬件设施，引入百姓
喜闻乐见的商业业态，从细节处体现人性和
温度。

据悉，杨浦滨江正在规划建设现代化的
演艺、音乐、美术、博物馆等文化空间，同
时积极优化城市交通，打造连接陆家嘴、张
江、外滩的15分钟生活圈，探索市中心滨
江空间的高效复合利用，让这个滨水空间在
发展中承载更多功能，成为一个有温度、有
活力的公共活动空间。

据悉，滨江治理联合会将成立，由滨江
公司、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作为发起
单位，会员由区域内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社会组织、区域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等不
少于30家单位组成。联合会采取例会制
度，在滨江发展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功能性产业运营、城区楼宇智能化管理、社
会综合服务等领域形成专项研讨，探索滨江
城市治理的有效模式。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中，杨浦滨江被划入上海的CAZ（中央
活动区），意指比CBD（中央商务区）更具多
样性的核心功能区，杨浦滨江老工业基地要
成为城市向创新策源地转型的重要载体。

杨浦滨江正在对标世界级的、有永续发
展价值的水岸空间的成功开发实践，探索在
留住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将城市滨水区工业
化时期的建筑功能进行置换，把过去单一的
产业、运输业态，变为集商业、休闲、旅
游、文化、会展、博览等多种城市功能于一
体的业态组团，让滨江成为“以人的使用为
核心”的城市公共空间。

近日，《北京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修订） 公开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鼓
励在不损坏遗产价值的前提
下，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对历史
建筑的合理利用。历史建筑可
以转让、出租，可以在符合保
护规划、正面清单、风貌保护
以及结构、消防等专业管理要
求的前提下，依法优化其使用
功能。

文胜古迹总是满载历史，
一砖一瓦都是文化。历史建
筑、文化街区见证了一个城市
的沧桑巨变，也饱含了当地人
的珍贵记忆，是宝贵的文化遗
产、文化符号。过去，在城市
化浪潮初起阶段，有的地方在
城市更新的过程中，疏于对历
史建筑的保护，过度开发、大
拆大建，使得不少历史建筑、
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等最终残
破凋敝，令人扼腕叹息。

衣食足而知文脉之可贵。
如今，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的
实践中，均强化“保护”的理
念。通过最严格的办法、采取
最有力的举措，切实加强对历
史建筑的保护，留住城市的根
与魂，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
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建
筑可以“转让、出租”的新提
法，听上去似乎有违“保护”
的宗旨和目标。事实上，对历
史建筑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在
本质上并不冲突。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对历史建筑合理利
用，并非是要回到过去大拆大建的老路，而是旨在通过对
历史文化遗产的改造，促进其持续活化利用，让其更好地
融入城市功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平衡新与旧、拆与留的关系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如何更好保护好历史建筑？不能
让历史建筑“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应让其“飞入寻常百
姓家”，激活其内在的生命力，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推
动保护与开发融合发展。诚如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所言：

“保护古建筑不是要长期封闭，而是正常使用、修缮，它
才会健康。”

最好的保护是成为日常所需。让历史建筑与现代生活
交相辉映，实现活态传承，这也正是城市治理需要持续用
力的地方。比如，安徽黄山市鼓励根据历史建筑的特点，
用做纪念馆、展览馆，文化创意产业、文化研究等场所，
广州市则通过建设历史文化步道串联散落的历史遗存。这
些地方的创新实践，通过保护历史建筑的“筋骨肉”，传
承“精气神”，实现了永续利用和活态传承，也为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打开了新的思路和空间。

历史建筑可以转让、出租，并非是要降低保护的门
槛，相反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历史建筑的合理开发利
用，必须摸清底子、规划先行，建立在不损坏遗产价值的
前提下，这是一条底线，也是不可突破的“红线”。同
时，还需要学会“螺蛳壳里做道场”，提升精细改造意识
和开发能力，与市民需求、公共服务、城市功能结合起
来，这样才能为城市历史建筑以及人们的文化乡愁留下更
多的栖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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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车好有型呀！为什么会出现在
这里？”很多经过广东惠东创富广场的市

民，对停在商场门前空地上的一辆白色迷
你房车感到好奇。这是广东省惠东县设立

的一个流动志愿服务站——新时代文明
巴士。

近年来，惠东县积极参与“志愿之城”
建设，广大志愿者和道德模范以实际行动引
领市民崇德向善，志愿服务覆盖社会治理各
领域、群众生活各方面，形成“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社会文明风尚，今年新建成2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1个流动文明巴士并
投入使用。

新时代文明巴士今年6月正式投入使
用，平时主要定点在惠东创富广场。这是惠
东县第一辆流动志愿服务巴士。

“我们之前到乡镇开展文明活动的时
候，发现如果有一个流动志愿服务点，可
以提供很大便利。”惠东县爱心群志愿者
协会秘书长张燕玲透露，“我们想通过打
造流动文明巴士，把文明带到任何一个角
落。”

文明巴士车顶配置 LED 灯箱，车上
设置宣传影视窗口，配置音视频系统与
LED 屏幕，通过播放的内容，传播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法治、精神文明
创建、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知识。车上
放置各类服务工具，为市民群众提供
服务。

在做好定点定时服务的同时，文明巴士
根据不同主题在村镇社区开展义务服务，包
括义剪、义诊等。

“流动志愿服务站的设立，给市民们带
来了便利。”设立在老文化广场的志愿服务
站负责人罗赛群说。

“流动的文明巴士成为城市文明的一个
窗口。”张燕玲认为，文明巴士宣传新思
想，培育新风尚，潜移默化影响市民。

志愿服务已成为惠东新时代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抓手。目前，惠东县共有
注册志愿者18.73万人，占全县常住人口
比例达19.8%，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项目
近 3.3 万个，志愿服务时长逾 575 万小
时，志愿服务不断向疫情防控、文明交
通、文明旅游、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
领域拓展。

河南西峡：

人居环境美 幸福指数高

绵延十多里的上海市杨浦滨江岸线，美景处处可见。 （上海杨浦区供图）

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白羽公园和滨河梅园花草树木错
落有致。西峡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指数。 陈 飞摄（中经视觉）

停在广东惠东创富广场的新时代文明巴士。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