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条在广阔天地间奔流腾涌的黄浦江，那条在高楼广

厦间蜿蜒行走的苏州河，它们流淌着新老上海的众多传奇。

“一江一河”，见证了自开埠以来这座城市的潮起潮

落。曾经的“一江一河”区域是中国民族实业的摇篮，

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通道，是上海作为中国主要工业城市

的重要承载区。

改革开放四十三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一江一河”区域的功能完善与品质提升。从21世纪初

的黄浦江开发建设，到2017年底黄浦江两岸45公里公

共空间贯通开放，再到2020年底苏州河两岸42公里基

本贯通；从开发之初的强调建设，到新时代的注重品

质。多年来，“一江一河”滨水空间发生了沧桑巨变。

建设高品质的两岸公共空间，

必须高起点、高标准规划。有关部

门坚持规划设计先行，邀请国际、国

内优秀规划设计团队参与方案规划

和设计，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形成高

水平规划设计方案。

黄浦江浦东段岸线长22公里，

岸线最长、开发主体多、工程量最

大。浦东新区政府充分发挥体制优

势，深化完善整体改造方案，加大不

同开发主体间的协调力度，通过建

设云桥打通断点堵点，实现全线“统

一规范、统一标准”的贯通。

杨浦段岸线，结合滨江公共空

间和综合环境工程项目全面推进，

完成杨树浦水厂、宁国路轮渡站等

难点改造，超计划完成杨浦大桥下

游延伸600米的工程任务。

虹口段岸线，在上港集团、沿线

央企及海关边检单位支持下，结合国

际航运中心沿江贯通和置阳段、国际

客运码头景观品质提升同步实施。

黄浦段岸线，南外滩区域内海

事、轮渡、环卫等码头设施全面腾

让，7个主题公园分布于世博滨江，

十六铺二期、南外滩亲水岸线亮灯

成为滨江新景观，沿线江南造船厂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开发启动。

徐汇段岸线，充分依托市、区合

作推动项目实施，云峰油库、上粮六

库等完成拆迁腾让，新建淀浦河桥

等桥梁，结合沿线大型市政设施改

造同步推进，打通沿岸断点。

21公里！苏州河普陀段拥有

苏州河最长的岸线资源，由于历史

原因，岸线被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

隔断，形成断点。管理部门通过水

岸联动、全要素整治，同步推进一系

列大动作——完成沿河建筑、绿化

景观、跨河桥梁、防汛墙、码头设施、

道路立杆和架空线等综合整治，布

设景观灯带，保留工业遗存、人文景

观特色，嵌入篮球场、滨河健身步道

等体育设施。最终，让苏州河贯通

开放的滨水空间水域、陆域全面提

升，最大程度还河于民、还景于民、

还绿于民。

如今的“一江一河”滨水空间，

是上海的“城市名片”和“会客厅”。

无论是黄浦江边的“工业文明”“海

派经典”“文化体验”，还是苏州河岸

“上海辰光、风情长卷”的江南婉约，

无论是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还

是徐汇滨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举办地，都在向世界发出邀请：欢迎

到上海来。

如今的“一江一河”滨水空间，

是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承载区。这里汇聚着中国顶

级科技研发团队、丰富的时尚艺术

展馆、前沿的创意创新产业。

如今的“一江一河”滨水空间，

是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示范区。

在“一江一河”滨水区贯通和品质提

升中，上海市委、市政府坚持“统一

规划、统一公布、统一指导”，加强

“管建并举”，市级层面出规范，根据

属地化原则，各区制定实施细则。

坚持全要素整治，多部门联合管理，

确保公共空间安全有序。

如今的“一江一河”滨水空间，

是新时代城市更新建设引领区。杨

浦滨江5.5公里不间断的工业博览带，

浓缩了上海百年工业史，在更新改造

后重获生机与活力，实现了从“工业

锈带”向“生活秀带”的华丽转身。

如今的“一江一河”滨水空间，

更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重要实

践地。黄浦江两岸1200公顷绿色

生态开放空间、全程贯通的漫步道、

50余处各具特色的水岸驿站，苏州

河两岸63处断点的打通，都体现了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的初心。

未来，“一江一河”滨水空间还

将进一步提升品质，拓展功能，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根据《上海市

“一江一河”发展“十四五”规划》，未

来三年，“一江一河”滨水空间将加

快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

级滨水区。

让历史建筑更加生动，让城市记忆更好延续，让城市软实力更加彰显

这里可休闲阅读游憩，也能亲近江河

黄浦江45公里岸线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
如今的“一江一河”滨水空间，是上海的“城市名片”和“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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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水岸线实现基本贯通

2017年底，黄浦江沿岸基本
实现从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45公
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开放。2020

年底，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滨水
岸线实现基本贯通开放。城市“项
链”越串越长，为打造世界级城市会
客厅夯实了基础。

世博文化公园北区开园

2021年底，占地85公顷的世
博文化公园北区盛装开放。这片土
地，从广阔农田，到工业厂房，再到

世博会址，现在定位为生态自然永
续、文化融合创新、市民欢聚共享的
世界一流城市中心公园。未来，它
将与正在建造中的公园南区，组成
上海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公园绿
地，约2平方公里。世博文化公园
的诞生，是上海在推动城市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勇敢尝试和重要成果，也是
打造绿色生态之城的一个缩影。

以法治促共治

“一江一河”沿岸建设迎来机
遇，法治保障也未缺席。今年起，
《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
间条例》施行，让滨水空间有烟火气
又有秩序感。

立法从分类管理的智慧中求得

“最大公约数”，也充分体现城市精
细化管理的具体要求。条例的一大
亮点是把滨水公共空间内的相关行
为进行分类监管。一类是在特定区
域、时间段内进行的限制性行为，比
如遛狗、垂钓等，符合活动秩序要
求；另一类是明确禁止的行为，比如
涂写、刻画等。

苏州河桥梁加梯

今年3月，恒丰路桥完成两部
垂直电梯的安装，并启动试运行，成
为苏州河桥梁加梯第一例。恒丰路
桥周边居民区集中，距离汉中路地
铁站（1、12、13号线）换乘枢纽较
近，市民步行过桥需求明显。因苏
州河Ⅳ级航道通航净空要求，恒丰

路桥梁体距离河面较高，原有的人
行梯道较为狭窄陡峭，对于老年人、
残疾人或者背负重物的行人来说，
上下楼梯非常困难。

为了改善无障碍通行环境，相
关部门从城市更新的角度出发，为
恒丰路桥加装电梯。工程于2021

年11月启动，2022年1月完成土
建和电梯安装，2月设备调试。

连续三年实现“双零”
污染目标

控源头、捞苗头、堵田头、净滩
头、清弯头，上海连续三年实现黄浦
江、苏州河景观水域“水生植物零污
染、水面垃圾零漂浮”的目标。

近年来，管理部门全面加强了
源头、苗头、船头、岸头、田头、滩头、
弯头7个环节的水域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力度，按照“市区联手、拦捞结
合、关口前移、确保重点”的总体原
则，全力提升水域市容环境卫生面貌。

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
示范区

新时代城市更新建设
引领区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重要实践地

1200公顷

截至“十三五”期末，黄浦
江滨江累计建成1200公顷公
共空间，漫步、跑步、骑行等休
闲道长度约150公里，苏州河
沿岸同步推进滨水岸线贯通和
提升改造，城市形象和市民满意
度大幅提升。“一江一河”公共空
间品质得到有效提升，服务功能
更加丰富多元，逐步形成开放
共享的公共休闲空间体系。

230项任务

“十四五”期间，“一江一
河”沿岸地区发展被细化为具
体任务，共计约230项。黄浦
江沿岸地区涉及 8个方面、
140余项具体任务，如：增强城
市核心功能集群的辐射带动
力、增强滨江空间城市核心功
能的引领示范作用。苏州河沿
岸地区发展则细化为6个方
面、90余项具体任务，如：优化
完善各区段功能布局，分别确
定内环内东段、中心城区其他
区段和外环外3个区段的不同
主题功能。

“2+5”发展目标

上海“一江一河”打造世界级
滨水区，“2＋5”发展目标已敲定。

2个总目标为：黄浦江两岸
地区基本建成体现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发展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的集中展示区，文化内涵丰富
的城市公共客厅和具有区域辐
射效应的滨水生态走廊；苏州
河两岸地区初步建成超大城市
宜居生活典型示范区，基本建
成多元功能复合的活力城区、
尺度宜人有温度的人文城区、
生态效益最大化的绿色城区。

5个分目标为：一是努力
打 造 高 品 质 的 滨 水 公 共 空
间。到2025年，黄浦江两岸
实现新增滨水贯通岸线20公
里，新建滨水大型绿地及公共
空间约400公顷。苏州河沿
线实现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
全面贯通开放，新建滨水绿地
及公共空间约80公顷。二是
努力打造文化内涵丰富的城
市公共客厅。重点推动20余
处高等级公共设施建设，推动
“一江一河”沿线约33万平方
米历史建筑及工业遗存保护
和更新利用。三是努力打造
城 市 核 心 功 能 的 重 要 承 载
地。加快核心产业和要素集
聚，“十四五”期间，黄浦江两岸
地区推进总量约700万平方
米商业、商办楼宇建设及核心
产业功能入驻。四是努力打造
功能复合的蓝绿生态走廊。五
是努力打造滨水地区精细化治
理示范区。

数说“一江一河”

“一江一河”那些事

■者报记者 史博臻

区瞰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北区。 者报记者 里千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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