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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外滩核心滨江区国客中心多

了一栋“钻石楼”——数字北外滩展示馆。

该馆通过模型搭建、大屏展示、沉浸式剧场

等，让人们“预见”十年后的北外滩，感受以

城市数字模型（CIM）技术为底座的智慧城

市魅力。

在沉浸式剧场的展示中，北外滩将打

造的城市连廊令人瞩目。根据规划，北外滩

的每一栋楼宇都相互通达，二层连廊、地面

慢行区、地下空间将连通构筑起全方位互

联的立体活动网络。其中，二层连廊作为北

外滩核心区公共空间的重要慢行系统，全

长4.5公里，将24小时对公众开放。

虹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北外滩区域

地上连廊系统即将开工，率先选取89街

坊至92街坊、88街坊至89街坊之间的连

廊作为试验段。二层连廊以北外滩悠久

的文化底蕴与航运历史作为设计基底，这

处轻盈的“飘带”，将营造绿色舒适的交通

慢行空间，并成为上海人行天桥4.0版的

试点——实现互连通勤与休闲游览的双

重功能，以功能与艺术并重连起“建筑丛林”

与“城市森林”，成为北外滩空间标志。

除了地面部分，北外滩的地下部分也令

人憧憬。在展示馆一楼，展示了北外滩地下

五层空间模型。未来，这处最大的整体地下

空间将包括休闲商业中心、体育中心、展览

中心，以及地下车行路网、智能停车、能源中

心等。

“体验了逼真的场景，让我对十年后的

北外滩更期待了。”在沉浸式剧场中“置身”

未来的杨小姐说。

展厅二楼的互动体验区也让人频频点

赞。在这里，无须佩戴智能设备，就能随着环

绕式大屏领略“未来之城”的风采。480米高

的浦西第一高楼、中央绿地……这些都以画

面直观呈现在眼前，勾勒出先进的城市建设

与新潮的生活体验。

北外滩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北外滩将

以“数字先生、数字伴生、数字孪生”为理念，

重点打造“智慧城市”。主要依托CIM技术为

底板，实现城市“规划建设一网统管”，为规

划、施工、管理运营等不同阶段提供深度伴

随、辅助功能。

未来，北外滩每一栋楼宇都相互通达

在滨江畔的这栋“钻石楼”，“预见”十年后的北外滩

北外滩二层连廊效果图。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深夜，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距

离昨天零点还有10分钟，高翔驾驶325路

夜宵线公交车，停靠在闸殷路靠近军工路

的起点站。

零点整，一名男乘客背着书包，拖着大

行李箱走上车。“小伙子你好，你去哪？”“我

要去长海医院。”“那你坐好，我要开车了。”

高翔说，与常规线路相比，夜宵线司机更要

操心。

记者与其交谈得知，上车乘客姓刘，此

前从外地来上海找高中同学玩。他计划在

长海医院下车，然后换乘329路夜宵线前

往上海火车站，赶凌晨2点多的火车回家

过年。“329路也是夜宵车，间隔时间长，你

算好时间哦。”听到小刘的话，高翔赶紧提

醒乘客。

325路从闸殷路军工路出发，全程

15.26公里，途经森林公园、长海医院、五角

场、四平路、和平公园，最后到达平凉路大

连路站。不管是拉着行李箱的外地旅客，

还是市民群众，高翔都会问一句下车地

点。因为夜间坐车，许多乘客容易犯困，稍

不留意就会坐过站。为此，高翔贴心地提

供了“叫醒服务”。

325路行至民星路中原路站，上来了

第二名乘客。“我坐325路有三年多时间

了，周一到周五每天零点13分在这里准时

上车，到四平路赤峰路站下车。”这名乘客

对记者表示。

自 2013年当上夜宵公交车司机以

来，高翔驾车搭载过形形色色的乘客，夏

天醉酒的多，有人甚至在车上呕吐；后

来，代驾行业兴起，代驾师傅们总是拎着

小车乘车……总体而言，夜宵公交车的乘

客大部分是熟客，他们上车后会跟高翔打

招呼，个别熟客在终点站等车时，还会跟

他聊聊见闻、吐槽烦心事。尽管不知道对

方姓名，但司机和乘客之间就像是“最熟

悉的陌生人”，彼此之间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

亲近感。

驾驶夜宵公交车之前，1979年出生的高翔

已是一名资深司机，开过多年的白班公交车。

夜宵车与白班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夜宵车更

注重准点到站。325路间隔45分钟，乘客一旦

错过，就得捱过漫长的等待，尤其是冬天寒夜

中在公交站等候的滋味可不好受。大多数老

乘客都是掐着时间点赶到公交站的，因此夜宵

线驾驶员的压力更大。

“晚上，路上车少人也少，多惬意啊！”高翔

喜欢夜晚，他笑称自己过的是“地球另一端的

时间”。但有时深夜也会堵车，比如沿线商场

搞活动、跨年夜、道路临时封闭维护等等，这时

就需要司机与调度员及时沟通，灵活调整行车

路线。

驾驶夜宵公交车的另一个挑战是，不知睡

意何时会袭来。高翔告诉记者，他即使经常上

夜班，也容易在凌晨三四点钟时犯困。对此，

每位夜宵线司机都有自己的独家办法：有的摇

下车窗，有的靠浓茶，有的则靠意志强忍着等

到了终点站后再打几分钟瞌睡。高翔的办法

是喝咖啡，“把冻干咖啡往杯子里一扔，马上就

能喝到热咖啡。人也精神了！”

零点40分，高翔驾驶着325路准时到达

终点站，前后共有7名乘客上下车。稍作休息

后，他将原路返回。“就算只有一名乘客，我

们也要准点发车，安全行车，为市民夜间出

行提供便利。” 高翔说着，调整了一下佩戴

的口罩。

夜宵公交司机：守候夜归人提供“叫醒服务”

高翔从国江路保养场将车开出，准备开始一夜的工作。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本报记者 张晓鸣

老房加梯是一项群众获得感十足的民

心工程，上海今年将坚持建管并举，“能加

尽加、愿加快加”。记者昨天从长宁区获

悉，2021年该区实现加梯开工423台、完工

162台、签约526台。今年以来，长宁区已

有40多台电梯开竣工，正全力迈向“开工

400台、完工300台”的年度目标。

长宁区还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贯穿

加梯全过程，重点推进成片化规模化加装，

力争整小区加梯工作启动全覆盖，并加强全

生命周期的运维管理，不断完善长效机制。

从一到“众”，带着方案去征询

仙逸居民区是长宁区探索老小区从零

星到成片化加梯的一个成功案例。去年

11月，这里有22台电梯集中开工。

早在2014年，长宁区首个老旧小区自

筹资金加梯案例，就诞生在仙逸居民区所

辖的五洲大厦小区。“那时，老公房加装电

梯太新潮了，怎么算钱、电梯选址、哪个品

牌靠谱、电表和监控怎么装等问题都需要

我们自己去摸索。”仙逸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杨家生介绍，从当初的零星加装到成片化

规模化加梯，“效率明显提高了，能降低施

工费用，更有利于房屋整体设计打造，早日

实现居民加梯愿望”。

加梯工作，本质上是大家的事，需要人

人参与、户户支持。在仙逸居民区，除街

道、居民区党总支以外，物业公司、加梯社

会组织慧加美老公房咨询服务中心和张金

秀劳模工作室等各方力量也全程参与，进

一步畅通渠道、搭建平台，激发居民们的主

人翁精神，为成功加梯打下坚实基础。

为更好推进成片化加梯，仙逸居民区

将服务做在事前，一改“征询后出方案”流

程，而是“带着方案去征询”，为每个适合加

梯的楼组制定一套专属方案；分发《仙逸小

区加梯指南》，将居民最关心的“是否影响

采光和通风”“是否有噪音”“安装流程”“安

装成本”等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做好解

疑释惑。此举有效提升了居民对于加梯的

积极性，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目前，长宁区已逐渐形成“全覆盖征

询、全资源调动、全方位指导、全过程管理、

全要素维保”和“整小区推进”的工作模

式。同时，积极探索加装电梯与精品小区

有机结合，实施征询、设计、审批、施工“四

个同步”以及结合建设程序、项目费用、施

工过程“三个结合”做法。

试点“建管一体”闭环模式

加梯后的维护保养谁管？钱怎么分摊？在上海，伴随着一

台台电梯拔地而起，建立健全加梯后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也成为一

道考题。对此，长宁区制定加装电梯“四段18步工作指南”，对居

民意见征询、公示审批论证、现场施工建设、建后维保管理4个阶

段进行指导，并加强对基层的培训；还将出台实施《长宁区加装电

梯后续管理指导意见》，不断完善电梯运行维护等长效机制。

眼下，长宁区属国企新长宁集团和慧加美老公房咨询服务

中心正探索试点“建管一体”的加梯闭环模式，聚合专业代建方

与物业公司力量，探索试行“代建+维保”加梯模式。

前期，面向居民提供全流程服务，跨前参与居民加梯意愿征

询、签约、开工等环节；在施工期间，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开发“工

地现场监控”小程序，实现对开工电梯的实时监控，进一步提升

规模化加梯效率；加梯完成后，由小区物业全权接管负责后续维

保运营。“‘建管一体’的加梯闭环模式，让加装电梯‘有人造，更

有人管’，居民只管放心装、安心用。”新长宁集团大楼物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沈洪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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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苏州河

畔，樱花谷，光束灯营造的“皓月”当

空，静谧的“月光”穿过紫藤形成斑驳

树影；沿岸绿植间，蝴蝶灯、萤火虫灯

生趣盎然……记者了解到，自1月18

日苏州河黄浦段景观照明“上新”亮灯

以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春节期间也将持续亮灯。

“一缕缕光束将浙江路桥的‘万家

灯火’、乍浦路桥樱花谷‘影动外婆河’

光影秀、人民英雄纪念塔‘赓续红色血

脉’等9个景点串珠成链。”黄浦区灯

光景观所所长陶震介绍，历时约两年，

由艺术家、设计师与市民共同参与打

造的具有韵律感和活力感的滨水景观

体系，“让生活融入、使文脉接续”。

“回家路上”的暖：河
岸老城厢故事娓娓道来

每一个老上海的心中，都流淌着

一条苏州河：上世纪五十年代淘米洗

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八十年代全

线黑臭，九十年代集中整治，到了新世

纪“外婆河”又焕发新生……一条苏州

河，承载着一代代上海市民深厚的城

市生活记忆。

所以，苏州河黄浦段沿线的光，是

“回家路上的温馨惬意”——柔、静、

雅。“通过光、影的巧妙处理，熨平都市

人的内心。”陶震说，黄浦江是“会客

厅”，灯光主要看点是光，是辉煌；而苏

州河景观灯光亮度压低近一半，主要

看点是影，是幽静的“后花园”。在“见

光不见灯”中，将河岸老城区故事娓娓

道来。

譬如九子公园“有为工社”，以“梦

与希望”为主题。以光入画，孩子、猫、

鹿、鸽子，这些老城区的意象在画面中

交替出现，让参观者重拾儿时记忆，缔

造充满希望的梦幻场景。

西藏中路728号美欣大厦侧墙，

用光的笔触描绘了孩子与鹿、鸽子等

穿越崇山峻岭来到苏州河畔的图景，

牵动忙碌都市人回观自我、重拾童心。

不追求光芒四射的亮，而是以静

谧的暖光烘托出生活与自然的本真。

“柔和的光，在无形中能温暖一部分

人。”创作者、青年艺术家黄赛峰，曾独

自在城市中打拼，对一束寻常烟火的

向往感同身受，“我希望进门那一刻，窗

户是亮着的。这也是我想为过路的人们

带来的”。

苏州河黄浦段沿线一处处历史老建

筑、石库门里弄，都是上海城市发展的记

忆。在灯景设计中，向历史致敬，讲好历

史故事。

光陆大楼、颐中大楼还将不定期上

演文化创意投影秀，展演“影动外婆河”

光影秀。这处景致的落成得益于民建黄

浦区委的参与，海派艺术画家、民建上海

市委书画院院长乐震文和夫人张弛以诗

画入光影，水墨长卷中展现“东方韵、中

国风”。与城市一道成长起来的老建筑，

在保留老风貌、老味道的同时，赋予新功

能、新活力，成为动人的“城市表情”。

“万家灯火”的亮：人人
共享“一江一河”贯通成果

浙江路桥，主题是“万家灯火”。

灯光开启，不少路过的市民纷纷

驻足拍照。作为主体景观的桥畔老

房，因旧改居民已搬离，精心布置了灯

光——一扇扇窗户的剪影中，有人在

吹奏萨克斯，有人翩翩起舞，有人照着

镜子，还有一只猫……实景阳台点缀着

绿植，虚实结合展现出生活景象。

浙江路桥，曾是抗日战争时期淞沪

会战中发生过激烈战斗的地方。当年，

一桥之隔，一边是万家灯火，一边是炮火

连天。“人去楼不空”。如今，万家灯火的

地块正在动迁，夜景用光的语言还原了

一隅市井气象，留住故土依依长情。

这些剪影，来自外滩街道居民们的

绘画创作。城市空间里承载着人对城市

生活的体验、记忆与想象，通过党建联

建，居民们的手绘作品成了最真实的“万

家灯火”。

“让市民共同参与打造最美苏河水

岸夜景，让全体市民共享‘一江一河’

建设成果。”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丁琦

宁说。

过路人也能参与景观建设。在苏州

河新闸路—西藏中路岸线，利用投影灯

将“字”与“形”相结合，市民游客能够在

步道文字上一路走过，还可以扫码输入

创意语句，经筛选后将成为新景致——感

受“为你写诗”的魔法。

灯光秀也在节能减排上做文章。除

了灵活设置开关灯时段，还精细到单条电

路、单个灯，可以根据需求，在人少的时候

关闭部分景观照明设施，或降低亮度，达

到节能效果。

事实上，苏州河黄浦段的“美”还

在不断发掘中，景观改造进一步向腹地

延伸，临河地块完成旧改，将与苏州河

沿线联动，打造具有历史感、可共享的

公共空间。

陶震透露，下一步，苏州河黄浦段景

观照明还将持续优化，并结合市民建议、

季节时令创新，“留给市民许多遐想、许多

期待”。

一缕缕光束把黄浦段9个景点串珠成链，春节期间将持续亮灯

苏州河灯光秀“上新”，光影变幻中娓娓道出老城区故事

艺术家用光的笔触在苏州河黄浦段老城区建筑墙上描绘出孩子、猫、鹿、鸽

子、兔子等意象。

■本报记者 周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