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城市镀上金光。黄浦江边，晨

跑者沐浴在晨曦中，不经意间一瞥，只见

江底水草萋萋；苏州河畔，上班族以“水

晶天”为背景，迎着朝霞赶路……

他们在这座城市奔跑，追逐梦想，与

他们一同奔跑前进的，还有这串数字：

2021年，上海有335天环境空气质量达

到优良级别，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优

良率高达91.8%，是多年来空气质量最

好的一年；主要水体水质优于Ⅲ类比例

达80.6%，也是历史最好水平。

近十年来，上海的城市生态环境持

续改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流淌千

年、穿城而过的黄浦江、苏州河，承载着

这座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母亲河。

2017年底，从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45公

里黄浦江岸线基本实现贯通开放；2020

年底，苏州河两岸辟通60余处断点、基

本实现42公里岸线贯通开放。见证了

上海百年沉浮与城市新生的“一江一

河”，在改造更新与品质提升后，已成为

上海最亮丽的城市名片，成为城市核心

功能的重要承载区，也成为城市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的最佳案例。

上海市委、市政府践行“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全力

推动“一江一河”公共空间建设，不断扩

大人民的公共空间，为人民创造更加幸

福的美好生活，昔日的“工业锈带”蝶变

成为“生活秀带”“发展绣带”。

源泉与脉动

面向“十四五”，上海提出要加快形

成“中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

转型”的空间新格局。“中心”何以“辐

射”？“一江一河”是重要的“点睛之笔”，

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金名片”，体现

城市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示范区。

杨浦滨江，从秦皇岛路到复兴岛短

短5.5公里的滨江岸线，曾密布着几十家

工厂，如今保留的沿江近7万平方米工

业建筑遗存，与近20万平方米的滨江公

共绿地交融，形成从“工业锈带”变身“生

活秀带”的独特风貌。

黄浦滨江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十

六铺老码头、南外滩金融集聚带等，承载

了上海开埠后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如今，一条融合历史、人文、景观的“波浪

形”滨水新岸线，正加速打造“世界级滨

水空间的核心区”。徐汇滨江汇聚起众

多的美术馆、艺术中心、体育公园，成为

极具人气的艺术与人工智能黄金水岸。

浦东滨江，22公里高低错落的滨江

“三道”与城市生活交织互动成一幅多彩

画卷；占地约2平方公里的浦东世博文

化公园，正在从曾经的钢铁工业基地蝶

变成为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公园；始建

于1862年的上海祥生船厂，已成为集购

物、休闲、文化、演艺、旅游于一体的“船

厂1862”城市综合体；临江新建的浦东美

术馆，为陆家嘴建筑天际线增添了精彩

的一笔，成为上海文化新地标。

活力与美好

傍晚时分，滨江的萌宠乐园里，人与

动物的和谐共处，让这个城市更显温

度。河畔的咖啡店里，大人在休憩品茗，

儿童在滨水绿地里玩耍，处处洋溢着浓

郁的城市生活气息。

如今的“一江一河”，是上海这座城

市最大的公共空间体系。

沿岸超过1200公顷的绿地、广场、

亲水步道和平台，打造了“全世界最具呼

吸感的城市滨水岸线”。集漫步、跑步、

骑行于一体的浦江“三道”、蜿蜒旖旎的

苏河步道，成为更加舒适宜人的运动健

身空间；各具特色的数十座水岸“驿站”，

为市民提供了休憩、交流等人性化服务。

如今的“一江一河”，已成为市民休

闲好去处和游客网红打卡点。

贯通开放后的苏州河两岸，形成了

一河两岸“长藤结瓜”的共享空间格局。

在普陀区21公里的岸线上，中远两湾

城、M50、天安千树等住宅小区、创意园

区、商业空间纷纷打开围墙，滨水空间从

“私享”变成“共享”。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的前身是创

办于1879年的圣约翰大学，实现了贯通

开放的校园“一带十景”滨水空间串连着

27幢优秀历史建筑，让每一位徜徉在苏

州河畔的游人可以一边观赏滨河美景，

一边感受历史文脉。

静安段的四行仓库、总商会旧址，黄

浦段的“第一加油站”、划船俱乐部旧址，

虹口段的邮政博物馆、河滨大楼、上海大

厦，都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深度体验苏州

河的历史文化。

生机与希望

霓虹灯下，“一江一河”静静流淌，见

证了这座城市的沧海桑田，也将续写城

市未来美好篇章。住建部门透露，在细

节上用力，塑造更多温暖动人的城市表

情，让城市增添更多的暖意、惬意、诗意。

第一维度，促进文化、旅游、体育等

多元功能复合，营造富有活力的城市生

活“打卡地”。市、区两级部门积极推动

苏州河文旅功能整体提升，大家期盼已

久的苏州河水上游览航线已开通，通过

水陆联动的方式，打卡两岸各类文旅资

源。同时，上海久事国际马术中心、宝山

吴淞口邮轮港水上运动中心、杨浦大桥

体育公园及徐浦大桥体育公园、普陀中

环篮球公园项目二期等体育项目也都在

加快推进建设。

第二维度，持续优化提升滨水公共

空间环境品质，打造各具特质的公共活

动新地标。一方面通过全要素整治持续

优化提升公共空间环境品质，比如长宁

区和华东政法大学完成万航渡路及中山

公园周边环境提升改造、校园历史建筑

修缮等，实现百年校园与百年公园的共

融；普陀区推进9处滨水驿站新建项目，

进一步完善滨水空间配套设施体系。

另一方面，建设更多的滨水新空间，

浦东滨江南延伸段2公里滨水空间计划

在今年实现贯通开放，杨浦大桥公共空

间和综合环境一期工程即将建成开放。

黄浦江沿岸加快推进世博文化公园、三

林楔形绿地、黄浦新码头街和外萃丰弄

绿地、闵行紫竹兰香湖绿地等项目建设。

第三维度，加快历史建筑及工业遗

存改造利用，打造城市人文新景观。加

快外滩历史风貌区城市更新和功能提

升、长江口二号古船打捞以及古船博物

馆项目、浦东滨江民生码头区域整体更

新、杨浦滨江杨树浦发电厂转型地块开

发建设。

打造城市生活“打卡地”、公共活动新地标、城市人文新景观

这里有“全世界最具呼吸感的城市滨水岸线”

“锈带”变“秀带”，“一江一河”为城市发展点睛

www.whb.cn

2022年10月16日 星期日

特50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本报记者 张天弛

“虚拟发电机楼宇用户你好，黄浦区

虚拟电厂将在今天执行虚拟发电计划，

请选择是否加入需求响应……”8月的一

个高温日，黄浦区一幢商业楼宇负责人

的手机上收到了这样一条来自“黄浦智

慧能源在线”的提示消息，他随即点击确

认参与，选择了楼宇所能提供的负荷调

整量，一键开启虚拟“发电”。

今夏，持续高温热浪席卷申城，黄浦

区商业建筑虚拟电厂连续13天召集百

余幢区内商业楼宇，在城市正常运行之

下悄然“发电”，分担用电高峰时的电网

负荷压力。这座虚拟电厂不建厂房、不

烧煤、不烧气，以数据为“燃料”，以楼宇

为“发电机组”，通过大数据支撑、召集区

内商业楼宇整合需求响应资源，一年可

发出数十万度纯纯的“绿电”。

130幢商业建筑“柔性”
参与“发电”

黄浦区商业建筑虚拟电厂启动于

2016年，是全国首家商业建筑虚拟电

厂。截至目前，虚拟电厂入驻商业建筑

达130幢，总计实现了约60兆瓦商业建

筑需求响应资源开发，具备10%区域峰

值负荷柔性调度能力，“发电”规模相当

于一座中型发电厂。

据黄浦区发展改革委主任胡勇介

绍，商业建筑虚拟电厂本质是一个用电

消费控制能力的特殊虚拟公共设施，依

托“物联网通信”+“互联网聚合”，将能耗

指标分解为每小时精细管理，分发给各

个商业楼宇；再将各楼宇碎片化的节能

行为聚合成“发电”资源，虚拟平衡“发

电”，从而实现系统性节能。

距离外滩2公里的创兴金融中心，

是虚拟电厂的130个节点之一，曾23次

参与虚拟电厂的调度运行。作为用电大

户的商业楼宇，是如何变成“电厂”的

呢？工程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接受虚

拟电厂调度时，大楼可自主判断选择关

闭部分设备，这样一来，大楼的用电负荷

就可以在两小时内下降600多千瓦，削

减下来的电能就是虚拟电厂所发的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规模化的对用

户用电行为的精细化调节，是一种非常

“柔性”的控制手段,一方面体现在商业

楼宇可以自愿选择接入虚拟电厂和响应

需求行动;另一方面，对于接入的楼宇来

说，每次需求响应行动都会推送至他们

的手机客户端，楼宇可以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选择是否响应、响应多少。

助力“双碳”，守护城市安
全运行

据悉，虚拟电厂为楼宇制定了“一幢

一策”的需求响应指南手册。2019年起

还启动建设自动化需求响应，为用户装上

自动需求响应系统，用户只需按下确认参

与，后续相应设备就会自动调节关闭。

胡勇表示，无论是手册还是自动需求

响应方式，都是让商业楼宇更方便快捷地

响应需求。“上海有近3000栋商业楼宇，

如果将这些楼宇的可调节电能集中起来，

相当于新建一台100万千瓦容量的火电

机组，”他说，用这样一个看不见的超级

电厂参与电力调度和市场交易，相

当于节省发输变电建设投资

110亿元，减少占地2000公

顷。“既能减少电源建设，

得到一个稳定、可控的

大电厂，还能为上海

实现‘双碳’目标

作贡献”。

记者了解到，今年7到8月，为应

对连续高温天气带来的负荷压力，黄

浦虚拟电厂就组织了 13次需求响应

事件，其中提前半小时通知的快速响

应有 10次，参与楼宇共计 710幢次，

累计负荷削减电量超过100

兆瓦时。

这座虚拟电厂一年能“发”数十万度绿电

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本报记者 袁婧摄

生态空间

至去年底，森林覆盖率达19.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8.8平方米

水环境质量
去年主要水体水质优于Ⅲ类比例达

80.6%，为历史最好水平

空气质量
去年PM2.5年均浓度为27微克/立方米

较2013年下降56%
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