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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核多节点】

一本规划一张图，先布棋盘后落子。

黄浦江沿岸地区规划形成“两核多节点”

的空间发展格局，各区段错位协同，重点

区段以集群方式布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金融、创新、文化等核心引领功能。

核心段，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集中

承载国际大都市金融、商务、文化、商业、

游憩等核心功能，提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公共活动空间；下游段，吴淞口至杨浦大

桥，基于区域转型升级，提供创新功能的

发展空间，并强化生态与公共功能、生活

功能的融合；上游段，徐浦大桥至淀山湖，

强化战略性的生态保育功能基底，适当融

入生活、游憩、文化与创新产业功能。

“十四五”期末，“外滩-陆家嘴-北外

滩”“世博-前滩-徐汇滨江”两个“黄金三

角”核心功能区基本形成，杨浦滨江南段、

新民洋-沪东船厂、宝山滨江、紫竹等重点

板块功能凸显。

【便民驿站】

漫步滨水空间，黄浦江、苏州河两岸风

光尽收眼底。如果口渴了、走累了、想“方

便”了，有一个“全能屋子”在等待着你。这

就是分布在“一江一河”沿岸的休闲驿站，

用温暖的空间承载市民多维度的需求。

目前，上海推进“一江一河”沿线驿站

系统新建及改造，建设功能齐备、特色彰

显、全民共享的配套设施体系，形成浦东

“望江驿”、徐汇“水岸汇”、杨浦“杨树浦”

等许多富有特色的驿站品牌。它们集合

图书馆、公共厕所、公共休息室、自动售卖

机、雨伞架、医疗急救服务等便民设施，提

供差异化、多样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务设

施。行至滨江，这里是市民游客不可或缺

的落脚点。结合城市更新和空间改造，滨

江沿岸15分钟生活圈呼之欲出。

不仅黄浦江畔有休闲驿站，苏州河沿

岸也有这样的好去处。比如，在苏州河昌

平路桥附近，有一处“蝴蝶湾驿站”，是一

座人本化、充满温馨的美好社区家园。它

激活了一整片区域的公共资源，与滨水步

道、球场设施、休闲绿地融为一体，成为开

放共享、温情关怀的高品质滨水景观。

【“+党建”】

滨江贯通到哪，党建工作就跟进到

哪——上海创设“滨江党建”这一全新的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品牌，目前已建成约50个站点。

滨江沿线汇集了一大批市级机关、国

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大量的商务楼宇、企

业总部，白领多、年轻党员多。这些单位、

机构与属地区在行政、资产关系上互不隶

属。在滨江党建的引领下，各类单位共同

推进党的建设、服务人民群众、促进改革

发展、加强基层治理，实现了党组织共建

联建的“化学聚合”。

杨浦滨江的“人人屋”党群服务站，便是

其中之一。通过“红色+文化+服务”形式，把

党建与历史、人文融合在一起。人们可以随

时走进这间玻璃小屋，运用全息沙盘互动体

验，在线上线下织起一张滨江党建服务网，

还可以通过照片墙、阅读区等多种形式，集

中宣传滨江党建和中华传统文化。小小服

务站，不仅面向市民游客等流动群体，还把

服务对象扩展到社区、楼宇中。

徐汇滨江“人工智能党建联盟”项目，

共建主体徐汇区、西岸集团、人工智能产

学研单位、相关街镇等党组织合力，实现

条块协同促发展，以党建强化滨水岸线的

功能辐射。

如今，滨江党建的“全城效应”正

在形成。

【云桥】

2017年底，黄浦江滨江45公里公共空

间贯通开放。其中，浦东滨江段岸线最

长，从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共22公里，存

在多处断点堵点。为了使滨江亲水步道

变得流畅，浦东通过建设12座云桥，实

现贯通黄浦江岸线的交通功能，将慢行

道、跑步道和骑行道“三线合一”，还与

绿地、建筑、河流融为一体。

12座桥，12种曼妙。漫步于各具特色

的云桥，有的造型耀眼如彗星划破天际；有

的古朴好似流泾穿越山水；有的与倒影辉

映，好似明眸大眼；有的则是简单一勾，如

同光带轻浮于水面……它们包含着设计师

的精心构思，成为沿岸重要的景观标志。

洋泾港桥是2017年浦东东岸开放空间

贯通的第一座慢行桥梁。采用钢结构桁架

梁形式，上、下弦均为圆弧，利用高差分流骑

行、跑步及漫步。洋泾港桥跨洋泾港、指向

陆家嘴，清水一道为泓，结构如弓，隐喻“第

一桥”蓄势待发的张力，站在桥上向西极目

远眺，黄浦江两岸改革开放成果尽收眼底。

倪家浜桥是其中最小的一座慢行景

观桥梁，外观白色、简洁，东侧紧邻世博大

道，西侧为黄浦江。站立于桥头，对岸江

景若隐若现，而桥梁的加顶设计，相对于

其他慢行桥，更是一座可为人提供避风遮

雨的景观小筑。

【慢行穿越】

随着黄浦江公共空间贯通开放，滨江

岸线成为人们休闲游憩、亲近江河的流连

之所。渐渐地，畅想由此生发：何时能享受

到慢行这一越江体验？近年来，越江大桥

被加载新的公共属性、便民属性，以此为转

型契机，追随人类的脚步由“快”向“慢”。

2020年10月，黄浦江上迎来第13座

越江大桥——闵浦三桥，这是一座可以

“走”的大桥，在设计初期便考虑到行人与

非机动车过江通行需求。桥面采用错层

布置，上层供机动车辆通行，下层供人非

通行。市民可以搭乘分布在两岸的16部

大型垂直电梯到达步行层，10分钟漫步过

江，往返奉贤、闵行两区。

既有越江大桥，能否增添慢行属性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就不得不提及黄浦江上

的第一座越江大桥——松浦大桥，它连接车

亭公路和铁路金山支线，是一座两用桥，

1975年9月铁路桥通车，次年公路桥通车。

松浦大桥大修工程于2017年6月开

工，在主桥下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桥

梁结构进行大规模改造，上层公路桥由2

车道拓宽为6车道，下层的废弃铁路改造

为非机动车及行人专用通道，通行能力和

通行安全都得到提升。另外，慢行通道还

设置了景观小品，晚上灯光旖旎，使整座

大桥更加靓丽。

【南拓北延】

上海持续推进滨江公共空间南拓北

延，结合产业区块和岸线功能转型，推

进滨江贯通岸线向核心段南北两侧延

伸，“十四五”期间新增约20公里滨江公

共空间贯通岸线，重点推进吴淞滨江示

范段约5公里岸线，高桥港南片区、沪东

船厂、中海三林船厂等区域约7.3公里岸

线，徐浦大桥以南区域3公里岸线，杨浦

滨江中北段约6公里岸线，浦江、紫竹、

江川滨江约5公里岸线等滨江公共空间的

贯通开放。

与此同时，打造滨江沿岸公共空间

标志性节点。加快推进大型绿地公园建

设，改造提升现有公共空间及滨江岸

线，打造集自然生态、亲水互动、旅游

休闲于一体的活力节点。重点推进世博

文化公园、三林楔形绿地、滨江森林

公园二期、杨浦大桥绿地、董家渡景观

花桥、兰香湖等大型生态绿地和公共空

间建设，实现新增公共空间及绿地约

400公顷。

【断点变亮点】

2018年1月，上海提出逐步实现苏州

河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在工程启动之初，

中心城区（外白渡桥-外环线）苏州河两岸

未贯通岸线约有15.3公里，63处断点分布

在沿线黄浦、虹口、静安、普陀、长宁等区。

众所周知，苏州河沿线“河窄、湾紧、

楼密、路近”。打通所有断点，曾被认为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种种制约条件下，规划设计师发挥

出极大想象力，根据滨河地区空间规划、

资源禀赋等条件，采取沿线企业“让出一

点”、围墙“打通一点”、步道“架空一点”、

立面“美化一点”等方式，不断释放滨河腹

地功能，把断点变成亮点，逐步形成一河

两岸“长藤结瓜”的空间格局。

苏州河健身步道海烟物流段建成开

放，标志着11.2公里的苏州河步道长宁段

整体贯通。海烟物流段原是企业的权属

岸线，为配合苏州河岸线贯通，企业腾让

岸线释放出长 665米、宽 6米的滨水空

间。波纹样式的亲水围栏、工业元素的艺

术雕塑、夜光效果的星空图、现代感强且

可无线充电的座椅，一步一景，展现了富

有人文特点的亲水岸线。

创新的连通方式、诗意的景观对比、

旺盛的绿植环境、深厚的文化积淀，汇集

成一道道洋溢着城市活力的生态岸线。

【桥荫新空间】

近年来，利用好桥下的“边角料空间”

成为上海流行的微更新趋势。随着苏州

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实现基本贯通，上

海启动桥下空间品质提升工作，打造一批

有体验度的“桥荫新空间”示范点，使之能

休憩、可阅读、更温馨。

车在桥上行，人在桥下憩。“氧气”十

足的桥下空间，与高架形成了反差效果。

位于万航渡路凯旋路的凯旋路桥下，一

座以柠檬黄为主打色的健身游乐园“恣

意生长”。它的设计方案有个很文艺的

名字——“糖苏河”，既有糖果色与苏州河

的含义，也有“趤苏州河”的寓意。

改造前的凯旋路桥下空间，曾被划分

成长短不一的几条带状空间，除了居中的

一条主要用作停车以外，其余几条以景观

绿化为主。靠近引桥末端的空间被连续

的围栏、实墙封闭。简而言之，这是一处

人们不愿停留的地方。经过改造更新后，

这里变出了圆弧形的板凳、固定的棋桌、可

活动全身筋骨的健身设施，还有秋千、攀爬

架等儿童休闲设施，通往桥面的阶梯也涂

上了太空主题的蓝色彩绘。远远看去，桥

下空间仿佛藏了各种各样的糖果盒子，等

待人们在“趤马路”过程中逐一探索发现。

与此同时，苏州河沿线桥梁景观提升

改造工程全力推进。东段从外白渡桥至

成都路桥，结合近70岁的平均桥龄和历史

文化底蕴，在保持原来形态的基础上着力

“精做”。中段为恒丰路桥至中山西路桥，

在灯光“雅做”的同时，增设无障碍扶手等

适老化设施。西段自强家角桥至外环吴

淞江桥，考虑到桥龄小、人流少等特点，

“简做”的优化定位更契合环境友好等现

代可持续发展理念。

每座桥的地理位置与环境色系各不

相同，桥梁色调要达到“远看色彩整体和

谐，近看相融于周边建筑环境”的效果，最

终确定以灰色系为主，同时注重历史传承

的衔接与周边景观的融合。

适当融入生活、文化与创新产业功能，用温暖的空间承载多维度需求

这里可休闲阅读游憩，也能亲近江河

以江河为纽带“串珠成链”打造世界级滨水区
精雕细琢提升改造，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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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党建
“全城效应”正在形成

打造世界级滨水区
“2＋5”发展目标已敲定

“桥荫新空间”示范点
能休憩、可阅读、更温馨

道뺰맛쳡짽뫳뗄쯕훝뫓뮪헾뛎뇵쮮늽뗀。 本报记者 里잧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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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一河”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