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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更 新 让 老 街 区 焕 发 活 力 LPR

年内再次下调意味什么

姚

进

更 新 项 目 大 增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要求，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等。当

前，城市更新工作正在各地陆续开展。各地城市更新都有什么特点，取得了什

么成效，有哪些经验值得推广？记者在北京、上海、天津进行了采访。

秋冬季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
本报记者 吴佳佳

□ 秋冬季是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高发季。常见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包括流感

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球菌等，可通过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

□ 可以通过一些公共预防措施来预防呼吸道感染，比如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

距离、遵守咳嗽礼仪、常通风、少聚集、保持环境卫生等，接种疫苗也是有效方式之一。

秋冬季来临，又到了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高

发季。如何科学预防呼吸道感染性疾病？

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燕明

表示，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是指病原体从人体的

鼻腔、咽喉、气管和支气管等呼吸道感染侵入而

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分为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

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多由病毒、细菌和支原

体等非典型病原体引起，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的

病原体包括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球

菌等。

“其中，流感病毒是公众最为熟悉的，它引发

的就是人们常说的流行性感冒。”李燕明说，与普

通感冒不同，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起病迅速，常表现为突发性的高热，并

伴有畏寒。患者全身症状明显，常感到全身酸

痛、乏力、头痛、肌肉关节痛；常有呼吸道症状，可

能出现咳嗽、咽痛、鼻塞、流涕等。部分患者可能

伴有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人群对流

感病毒普遍易感，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婴幼儿和

孕妇等高危人群感染流感后危害更为严重。

一项基于全国流感监测和死因监测数据显

示，全国平均每年有 8.8 万例流感相关呼吸系统

疾病超额死亡，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的流感相关

超额死亡数占全人群的 80%。

与流感相比，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由于在国

内不是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人们的认知度并不

高。但事实上，这个病毒是婴幼儿和老年人急性

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呼吸道合胞病毒的

传染性不亚于流感，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流感的

传染力更强。而且，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的患者

在临床症状出现前 1 天至 2 天即有传染性，传染

性通常持续 3 天至 8 天，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的婴

幼儿和老年人，即使临床症状消失，其传染期也

可长达 4 周。

肺炎球菌是导致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常见

病原体。我国 2009 年至 2019 年之间的呼吸道感

染监测大数据显示，在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细

菌中，引起肺炎及非肺炎疾病的病原体首位均为

肺炎球菌。肺炎球菌感染可引发肺炎、支气管炎

等呼吸道感染，也可能入侵耳部、泌尿系统、中枢

神经系统，引起中耳炎、膀胱炎、脑膜炎等，甚至

在血液中繁殖并释放毒素，形成菌血症，导致不

良临床结局。

李燕明介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病原体的传

播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感染者咳嗽或打

喷嚏时释放的飞沫传播，另一种是接触传播，即

与感染者密切接触引起的直接传播，或接触被病

毒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再触摸口、眼、鼻等引起的

间接接触传播。因此，可以通过一些公共预防措

施来预防，比如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遵守咳嗽礼仪、常通风、少聚集、保持环境卫生等。

另外，接种疫苗也是预防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有效方

式之一，可帮助提高对特定病原体的免疫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

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冯录召表示，一般而言，在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高发季节到来前的1个月至2个

月接种疫苗最合适。比如，国内一般推荐在 9 月

至 11 月接种流感疫苗，最好 10 月底前完成流感

疫苗接种。即使错过最佳接种时间，依然建议及

时接种，接种疫苗能获得针对性的保护力。“对疫

苗成分过敏者，处在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或者处

于疾病的急性期，以及有免疫功能缺陷或免疫抑

制疾病的患者，不能接种减毒活疫苗。”冯录召

提醒。
10 月 20 日，甘肃省张掖国家湿地公园层林尽染。近年来，张掖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湿地公园已成为城市的亮丽名片。 杨 潇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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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举 行 的 第 三 届 北 京

城市更新论坛暨第二届北京城

市更新周上，一组数据引发关

注：2021 年至 2024 年，北京城市

更新项目库的项目数从 619 个增长至 1167

个，增幅近 1 倍。据悉，北京今年重点实施

177 个城市更新示范项目，涵盖居住类、产业

类、公共空间类等五大类项目。

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

处长胡洪亮表示，北京城市更新要坚持首都

城市战略、以人为本理念，社会参与、统筹

更新。

自 2022 年起，北京已连续 3 年举办“北京

城市更新最佳实践”评选活动。在今年评出

的 14 个“最佳实践”项目中，位于市中心的钟

鼓楼片区和北京站尤其引人关注。

东城区钟鼓楼片区位于中轴线最北端，

涉及 630 余座平房院落，建筑规模达 10.6 万

平方米。2023 年项目完工后，建筑本体得到

保护与修缮，街巷空间品质精细化不断提升。

“针对钟鼓楼片区的保护更新，设计团队

充分尊重中轴线文化价值和片区特质，叠合

各朝历代地图影像，立足现状延续街区氛围，

避免风貌切断式的简单复古，使青砖灰瓦、淡

雅质朴的老城风韵得以传承。”规划师曹宇

钧说。

北京站通过更新项目，将站区西侧停车

场改建为出租车调度站，蓄车能力提高 60%；

同时，将站区停车功能整合至北京站东街，腾退

盘活停车空间，使停车场日均停车量增长了

10 倍。

此外，西城区大栅栏观音寺片区“共生街

区”起步；朝阳区 751 文化消费街区更新；丰台

区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改造提升；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地铁万源街站点周边片区改造⋯⋯

这些项目体现出北京城市更新的特点和趋

势：坚持规划引领，落实不同空间圈层的功能定

位；突出街区统筹，实施片区综合更新；注重民

生改善、全龄友好，关注城市活力，支持改革创

新；同时，体现多元参与，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城

市更新，推动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

目前，北京正谋划一批站城融合、绿色空

间、花园城市、滨水空间、活力街区、现代产业园

区等市级重大项目，支持宜居、智慧、韧性城市

建设。已形成以《北京城市更新条例》为统领、

专项规划和行动计划为基础、各项配套政策为

支撑的政策体系。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何景

涛表示，北京有序推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建设

了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效应的项目，形成了政府、

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良好格局，打造可复制、

可推广、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北京模式”。“未来，

要从多层次规划、多专业团队、多主体联合和全

流程统筹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深化改革创新，

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发挥更大作

用。”何景涛说。

从“锈带”到“秀带”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当前，上海正加大力度进

行旧住房成套改造，践行人民

城市重要理念。上海市住建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2024 年上海

将确保完成31万平方米不成套旧住房改造，

尤其是加快实施无卫生设施旧住房改造。

杨浦区，曾经的“工业锈带”如今已变

身为令人向往的“生活秀带”，成为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的生动范例。“绿之丘”是杨浦

滨江蜕变的一个缩影。这座曾经的烟草

公司机修仓库，如今已成为杨浦滨江岸边

的“空中花园”，螺旋式阶梯蜿蜒而上，层

叠的平台布满绿植，行人漫步其中，汽车

穿越而过。设计师团队在保存工业遗迹

的基础上，以“绿”着色进行改建，重赋价

值，让老建筑焕发新青春，成为众多游客

的打卡地。“绿之丘”设计者、同济大学景

观学系主任章明说，城市的发展不是推翻

重建，而应当像底片叠加，越来越丰富。

类似“绿之丘”这样的工业遗产在杨浦

滨江较多。以杨树浦电厂遗迹公园内的净

水池为例，通过巧妙的设计改造，原构筑物

的柱础、圆形大底盘以及条形结构被重新

利用，如今这里作为“一尺之间”零碳主题

咖啡馆，成为市民游客喜爱的休憩地。昔

日的煤灰仓则变身灰仓艺术空间，用于举

办各种文化活动。11 月 2 日，杨浦滨江又

将迎来一处开放的新场馆——上海人民城

市实践展示馆，这里将借助更加丰富多样

的数字化展陈手段，更为生动立体地展示

人民城市理念的核心要义与上海实践。

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钱亮表示，杨浦滨江统筹推

进多个示范区创建，通过现代设计手法使

之成为博览秀带、景观体验带和活力交织

带“三带”融合的城市公共空间样板。

近年来，杨浦区接连启动国家文物保

护利用示范区、儿童友好公共空间示范区、

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世界会客厅”全域

旅游特色示范区、空间无障碍创新示范区

5 个示范区建设。这 5 个示范区维度不同

却又紧密关联，都是在探索人民生活的理

想场景，让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能诗意栖居。

杨浦区文化和旅游管理事务中心文博

管理部部长李佳蕾介绍，随着《上海杨浦生

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化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发布，杨

浦区将落实重点项目清单，配合推进长江

口二号古船博物馆落户杨浦，活化利用上

海锅炉厂旧址建设成为市民中心，推进哔

哩哔哩、抖音集团等项目中的老厂房修缮

利用，让示范区建设成果与时代共进、与人

民共享。

“未来，城市更新将聚焦民生福祉，在

助推老城区换新颜的同时，加快居民家门

口的综合服务体建设，满足居民一站式、多

元化的公共服务体验。”上海市住建委有关

负责人说。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本报记者 周 琳

10 月 1 日，位于天津市河西区

的西柳公园文化雕塑揭牌，标志

着西柳公园、雅致园更新改造已

全面完成。据悉，此次更新改造

涉及休闲健身广场等 7 处功能空间 1200 平方

米地面修缮铺装，新增 48 组适老座椅等设施，

场地布局满足不同群体的运动、休闲等需求。

天津城投集团柳林城更公司副总经理程建通

介绍，全新的西柳公园和雅致园将惠及柳林街

道全域约 5.5 万名居民。

天津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鹏介

绍，在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中，集团注重保障和

改善民生。目前，集团旗下正在施工的共有5个

片区类城市更新项目和 2 个微更新项目，总投

资额超 500 亿元。

2023 年出台的《天津市城市更新行动计

划（2023—2027 年）》提出了中心城区五方面

提升计划、16 项更新工程、44 项重点任务。同

时，天津制定《城市更新项目策划方案编制指

南》，规范项目谋划工作。今年以来，天津推动

各区加紧谋划更新项目，上半年新增河西区西

南楼、红桥区西站南、东丽区东丽商场等 7 个

综合片区类更新项目。截至今年 6 月底，已审

定、招标城市更新项目 29 个。

在滨海新区，老旧交通基础设施实现快

速升级。10 月 10 日，在滨海火车站不远处，

是中铁建工集团天津轨道交通 B1 线一期工

程土建施工十三标段的建设现场。天津轨道

交 通 B1 线 总 长 31.3 公 里 ，贯 通 滨 海 新 区 南

北、下穿京津城际高铁线路，与滨海火车站实

现换乘，是国内首次采用下穿高铁线路的方

式建设的轨道交通工程。今年 6 月，B1 线十

三标项目团队通过高效施工，用时 7 天完成

区间最后一块结构顶板施工、11 小时完成区

间顶板 592 立方米混凝土浇筑，实现区间主

体结构封顶，施工速度位居全线前列。

中铁建工集团天津轨道交通 B1 线十三标

段项目负责人姜海迪介绍，10多年前，这里是一

片三面环水的盐碱地，如今，更多全新轨道交通

项目的落地让周边居民出行方式得到升级。

今年以来，天津市组织开展覆盖全域、涵

盖 6 个层级的城市体检；构建“61+38”的特色

指标体系，强化专家和专业技术团队的支撑作

用，依托天津数字住建平台建立数据采集系

统，对全市 16 个区、249 个街镇、约 22 万幢住

房进行调查评估。以体检发现的问题为重点

积极开展城市更新行动，促进城市结构优化、

功能完善、品质提升。

天津市住建委城市更新处处长石林表示，

天津正加快《天津市城市更新条例》立法研究，

将城市更新经验上升到法治层面，规范、指导

和保障城市更新行动可持续发展。

10 月 21 日，新一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出炉。中国人民银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1 年期 LPR 为 3.1%，5 年期以上

LPR 为 3.6%，两个品种较前期均下

降 25 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 LPR

第三次下调，也是降幅最大的一次。

作 为 贷 款 利 率 定 价 的“ 锚 ”，

LPR 决定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

水平和走向，直接影响各类经营主

体的融资成本。此次 1 年期和 5 年

期以上两个品种报价均下降 25 个

基点，降幅较大，预计将带动企业和

居民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这有助

于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扩

大宏观经济总需求，支持物价合理

回升，带动实体经济稳定增长。

LPR 下 降 将 大 大 减 轻 房 贷 借

款 人 的 利 息 负 担 ，并 有 力 促 进 消

费。今年以来，5 年期以上 LPR 累

计下降 60 个基点，对新老房贷都是

利好。对即将贷款买房的人来说，

利息成本更低。对存量房贷借款人

来说，今年以来 LPR 下降的 0.6 个

百分点，加上各商业银行 10 月 25 日

统一批量调整的存量房贷利率平均

约下降 0.5 个百分点，今年房贷利

率降幅可能超过 1 个百分点。大

多 数 贷 款 购 房 者 负 担 得 以 减

轻，有助于提高居民整体的

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因房贷定

价规则是在重定价日按照最新

LPR 确定新的重定价周期的利率

水平，存量房贷利率下降一般需要

分步兑现。例如，北京一存量房贷

借款人，重定价日为每年 1 月 1 日，

目前房贷利率为 4.75%（2024 年 1 月

1 日的 LPR+55BP），则其房贷利率

下调步骤可分两步：第一步，10 月 25 日，商业银行批量将

房贷利率在 LPR 上的加点调整至-30BP，则该房贷利率

调 整 为 3.9%（LPR- 30BP），调 整 幅 度 为 0.85 个 百 分 点

（4.75%-3.9%）；第二步，2025 年 1 月 1 日，房贷利率按照

最新一期 LPR 重新计算，若 12 月份公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 为 3.6%，则该房贷利率调整为 3.3%（LPR-30BP）,调

整幅度为 0.6 个百分点（3.9%-3.3%）。两步调整完成后，

2024 年该房贷利率累计下降了 1.45 个百分点，按照 100

万元贷款本金，25 年等额本息的还贷方式，房贷利息总

额减少超过 24 万元，每月月供减少超过 800 元。

LPR 下行一方面可引导金融机构继续降低经营主

体的融资成本，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激发融资需求，增

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有助于稳定企业和

居民的信心和预期。特别是 5 年期以上 LPR 的大幅下

降，将有利于降低购房者成本，与支持房地产企业融资等

措施形成组合拳，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利率政策传导机制正有效运行。9 月 27 日，中国人

民银行将政策利率，也就是公开市场 7 天期逆回购操作

利率由 1.7%下调至 1.5%，带动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降 0.3

个百分点。随后，10 月 18 日主要商业银行下调了存款利

率，10 月 21 日报出的 LPR 也跟随下行，有效反映了政策

利率变化。这表明由短及长的利率传导关系在逐步理

顺，市场化的利率调控机制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效

率不断提升。商业银行调整存款利率，有利于降低银行

负债成本，对稳定净息差形成支撑，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