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昨天，在位于东
方美谷大道、望园路路口的东方美谷大道站

工地现场，数台挖掘机启动投入施工作业，

标志着上海市轨道交通15号线南延伸工程

正式开工建设。

上海轨道交通15号线南延伸工程途经

奉贤区和闵行区，线路南起奉贤区望园路

站，沿望园路、莲花南路走行，北止于已运营

的15号线紫竹高新区站。分别设紫光路站、

环城北路站、东方美谷大道站等4座车站及

西闸公路预留站，其中望园路站与5号线换

乘，线路全长10.26公里，采用全地下线敷设

方式。

未来建成开通后，15号线南延伸将服务

东方美谷产业园区、奉贤新城核心区及紫竹

高新区等功能区，构建奉贤新城与主城区之

间的快速联系通道，提升奉贤新城轨道交通

服务能级和范围，引导和支撑新城沿线

TOD发展，对强化奉贤新城南上海综合性

节点城市功能，助力全面推进五个新城开

发建设，达成建设“五个中心”的使命具

有重要意义。

目前，上海地铁共有11个在建项目，其

中包括崇明线、2号线西延伸、12号线西延

伸、13号线西延伸、17号线西延伸、18号线二

期、20号线一期西段、21号线一期、23号线一

期、13号线东延伸以及15号线南延伸。

左图：昨天，在东方美谷大道站工地现

场，数台挖掘机投入施工作业。

本报记者 张伊辰 通讯员 冯昊摄

轨道交通  号线南延伸工程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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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多少门栋适合加装电梯？哪些

老小区更具备条件？这些问题不仅曾经困

扰着小区居民，也使管理部门心中没有底。

如今，一张“加梯蓝图”早已打破了这

样的局面。作为市加梯专班的一员，周建

武和团队牵头编制了《上海市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前期调查与可行性评估技术导

则》，各区依据此技术要求，对全市26万多

个门栋进行了可行性评估，将其分为3个

等级——适合加装，约11.6万个门栋；较难

加装，约8.6万个；不适合加装，约6万个。

不同等级的房屋标上绿、蓝、红对应颜色，

使得加装电梯状况一目了然。

标准先行，建立规范体系

上海自2011年启动既有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这项工作，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

2011年至2016年的初期尝试阶段，解决

“能装”问题；2016年至2019年的政策优化

阶段，解决“好装”问题；从2020年至今是

政策提升阶段，解决“快装”问题。

据周建武回忆，2020年，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被列为民心工程，市级层面成

立加梯专项办公室，按下了加梯“加速

键”。而那张“加梯蓝图”也是在当年绘制

发布，实现了挂图作战，助推上海加梯由零

星加装向规模化加装转变。

加装电梯工程虽小，但涉及建筑、结构、

消防、电气等多个专业，十分复杂。“如果没

有技术规范可依，再加上设计人员水平参差

不齐，加梯评审就无法提速。”为此，周建武

和团队充分发挥一线实践经验优势，组织编

制了《上海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文

件编制导则》《上海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

梯房屋质量专项检测报告模板》以及《上海

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施工图典型案例》

等一系列适合上海加梯实际的技术文件，方

便设计人员参考，提升设计质量和速度。

2021年6月，他参与编制的《既有多层

住宅加装电梯技术标准》正式发布，重点解

决了现行标准与加装电梯的适用与衔接、

加梯扩建中新老建筑结构关系处理以及加

装电梯对房屋安全、消防影响等难题。文

件的出炉，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扫清了技

术障碍，标志着上海加梯技术规范体系已

经初步建立。

突破难点，解决实际问题

根据加梯可行性评估结果，全市超过

90%的门栋无法直接实现平层入户。也就

是说，按常规方式加梯后，仍需上、下半层

才能到达室内。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周建武和同事

们梳理出平层入户加梯形式的适用范围、

平面布置形式、尺寸控制要求、安全疏散设

置、采光通风等关键技术指标，最终筛选出

全市适用于半层改平层入户的房屋类型，并编制完成了《上海市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半层改平层入户方案设计图则》，用于指

导错层改平层的施工图设计。

在此基础上，周建武团队以闵行区金铭福邸小区为试点，探

索“错层入户”改“平层入户”方式。这个小区建于2002年，68号

单元为一梯两户、双跑楼梯房型，按常规加梯方案只能半层入户，

居民出行必须再走8至10个台阶，无法真正做到无障碍出行。最

终，通过巧借北侧阳台实现平层入户，圆了老人无障碍出行的梦。

传统加梯现场施工方式存在施工周期长、施工质量不稳定

的问题，往往半年甚至一年都无法完工，对小区居民生活造成了

很大的干扰。于是，周建武又领衔开展了上海市既有多层住宅

加装电梯装配式技术及安全性研究，研发钢结构装配式加梯技

术，主要解决主体钢结构、电梯部件、一体化外围护墙板、内装饰

以及基础的预制预装技术。

以闵行区龙柏一村整小区加梯为例，仅用时半年就完成了

小区40多台的加梯工作，基本做到小区居民早上出门上班，晚

上下班回家主体就已经吊装完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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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小传
周建武，2011年7月进入市房屋安全监察所工作，现任房

屋检测管理科副科长，同时作为市加梯专班成员全程参与加梯
房屋安全性论证工作，组织编制一系列加梯政策文件。先后获
评市房管行业“青年岗位建功先进个人”、市房屋管理实事立功
竞赛“建设功臣”、“城市之星”上海城市治理青年人才创新大赛
银奖（城市更新赛道一等奖）等。

周建武（左二）在梅陇三村12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交付仪

式现场。 （采访对象供图）

“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这两天，虹口区

140街坊居民袁彩秀忙着在家打包，家人已

找好过渡房，即将开启新生活——上周五，

140街 坊 房 屋 征 收 二 轮 征 询 签 约 率 达

99.73%，意味着这一地块旧改高比例生效，

也意味着虹口区超额完成今年零星旧改任

务，总共惠及居民1400余户。

与成片改造相比，零星旧改情况更为复

杂，这类城市“边角料”又缺乏商业开发价值，

导致地块规模小工作难度反而大。在过去一

年中，虹口区积极发挥成片旧改经验，最大程

度凝聚人心、探求最大公约数，并因地制宜创

新群众工作方法，拓展资金筹措方式。

140街坊位于飞虹支路西侧，共有居民

456户。这里房屋设施老旧，还有居民在使用

手拎马桶，环境脏乱。由于私房占比高，违章

搭建、翻建现象普遍。就拿袁彩秀家来说，20

多年前嫁来这里时家里才两层楼。由于丈夫

家兄弟姐妹各自成家后住不开，便翻建了三

楼。正对着邻居家厨房排气管，房间里唯一

的窗户常年锁死，甚至窗外还需要糊层油布

来阻挡油烟。房间紧挨着厨房呈L型，连接处

下方是楼梯，每次出入都得悬空跨越。

尽管居民旧改意愿强烈，但地块里私房

多，涉及家庭成员庞杂，征收时容易“伴生”家

庭矛盾，对旧改推进造成阻碍。不过140街

坊所属嘉兴路街道宝元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蒋

佳俊发现，这场旧改颇为平缓。即使在最容

易爆发冲突的听证会、圆桌会现场，居民也心

平气和，鼓掌通过方案。究其原因，是因为居

民们期盼已久，也做足准备——早在一年多

前，街道旧改分指挥部就启动了140街坊的

预征询，为做好群众工作、调解家庭矛盾打下

坚实基础。嘉兴路街道旧改“老法师”吕学斌

介绍，去年8月，旧改分指挥部对36户被征收

人、公有房屋承租人进行旧改房屋征收意见

事先征询，仅一户未同意。之后，工作组深入

社区了解情况，并通过旧改百姓党课、老书记

工作室等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提供

司法调解平台，“一户一策”积极沟通，帮助居

民提前调解家庭矛盾，争取捧回“最大蛋

糕”。像袁彩秀家就在几次协调后统一了方

案：住在老宅里的两家多拿点，住在外面的

弟弟妹妹少拿点。对于心急的居民，工作组

则做好解释工作，让大家耐心等待房源、资

金的充分准备。10月20日，140街坊一轮征

询同意率达99.73%。三天后，就公示了房屋

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通常，这两

个流程需相隔一个多月。“我们坚持条件成熟

一块、启动一块，最终稳稳跑出加速度。”

据悉，今年2月虹口区启动230街坊、252

街坊零星旧改及东余杭路（保定路—大连路）

拓宽改建工程房屋征收，最终均达成100%签

约、100%搬迁。之后，启动瑞康里城市更新

试点项目、140街坊两处零星旧改及保民新

村旧改征收。全年共完成逾2500户房屋征

收及城市更新，收尾交地16个街坊。

目前，虹口区还有14个零星地块，涉及

居民3000余户，计划于2025年全面完成。

虹口超额完成今年零星旧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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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守护着城市，也在小而美的空间

里生根发芽。

近年来，上海大力推进绿道建设，用绿

色线性生态空间串联起郊野公园、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绿地林地、林荫片区等各类绿

色空间，激活城市生态和人文资源，全力为

市民创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截至11月

底，今年上海建成绿道约231公里，超额完

成“200公里绿道建设”目标。至此，申城绿

道长度已达1769.04公里。

作为上海市域生态网络和总体布局的

重要结构空间，五个新城绿环先行启动段已

进入全面建设实施阶段。新城绿环“一环一

意向”，分别为嘉定新城绿环——“绿动光

环”，青浦新城绿环——“青美水环”，松江新

城绿环——“山水云环”，奉贤新城绿环——

“贤荟花环”，南汇新城绿环——“海上玉

环”，绿环建设通过农、林、水、田、村多样融

合，适度植入文旅游憩功能，实现蓝绿交织、

城绿相依、城乡融合的空间格局。

为高品质生活筑起绿色走廊

曲径通幽，绿树成荫。闵行区春申塘

（集心路—伟业路）绿道建设项目已正式完

工。附近居民又多了一处运动健身、观赏美

景的休闲去处。

沿着春申塘慢行，绿道沿线公共绿地内

保留了桂花、银杏等季节性较强的观赏性绿

植，并新建了休憩座椅、沿河安全护栏、亲水

平台休闲区等供居民小歇赏景。行走在绿

意中，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水鸟前来栖息。

绿道的打造将景观亭、荷花池、文化墙等多

处景观节点串珠成链，让每一步都有绿意相

随，每一处都有风景相伴。

由绿道延伸，在“绿意”之中点缀春花秋

色，更是营造出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小园。

黄浦江畔“琴键春园”的烂漫樱花，苏河十八

弯的醉人秋色，广粤路绿道的四季缤纷，新

江湾城的湿地鹭鸟，走在四通八达的绿道上

即可饱览一年四季的景色。

除了植物的铺设，绿道周边也已经设置

了完备的基础设施，包括服务驿站、停车场、

智慧生态厕所、紧急求助点等。

长宁区外环林带生态绿道内今年打造

了4座全新的驿站，采绿庭、鱼丽阁、振鹭

轩、有年堂，这些充满诗意的驿站名字都取

自《诗经》，由居民自发投票决定。其中，“鱼

丽阁”位于河畔、靠近居民区，对岸即是建设

中的虹桥人才公寓。这里将面向周边居民，

成为生态环保与社区活动、党建团建的融合

空间，驿站内可以进行插花、茶艺等活动，以

及生态科普讲座，被密林环绕的钢架平台上

可以进行观鸟活动。同时，该驿站内设置了

第三卫生间，方便各类群体使用。

将自然引入新城，将新城融
入自然

今年，每个新城绿环先行启动段不少于

10公里，重点包括河道工程、绿道工程、造

林项目、环境整治等工作。按照“每个新城

绿环每年造林2平方公里左右，主环绿道贯

通10公里以上、主脉内水环贯通整治不少

于10公里”的目标要求，预计至2025年，五

个新城绿环体系初步构建，主脉全线基本贯

通，重要节点基本建成；至2035年，五个新

城绿环全面建成，生态价值效益充分彰显。

松江新城绿环提出“山水云环”的总体

空间意象，先行启动段建设范围包括绿环的

北段、东段和西南集中造林片区，涉及广富

林街道、中山街道、佘山镇、洞泾镇、石湖荡

镇，其中包含富林花岛、彩林门户、山麓教堂

等重要节点。目前，洞泾港段已经启动建

设，将成为新城构建蓝绿交织生态空间一道

靓丽的风景。

嘉定新城绿环先行启动段主要聚焦绿环

西北象限，串联了虬桥村、现龙村等10个行政

村。启动段自南向北由漳浦连接长浜，形成

一条连续的主水环，串联郊野公园、智慧秀

林、创客森林三大空间单元，向东延伸至嘉行

公路。先行启动段采用步行+骑行结合的方

式，道路宽度4到5米，充分利用现状道路提

升，局部区域通过新建步道实现贯通。

在《奉贤新城绿环专项规划》的编制中，

奉贤区结合以冈身文化为代表的奉贤传统

文化，深挖地域空间特色，绘就蓝绿交融、通

江大海的新城绿环。计划围绕南桥、金汇、

青村、庄行、西渡5个街镇32个行政村的环

状区域，建设以造林、理水为主，赋予科普、

体育、人文等功能的83.3平方公里新城绿

环，并在绿环主脉范围内建造全环贯通的

44公里绿道，在“十四五”期末将实现“500

米进公园、1公里进滨水公共空间、5公里进

森林”。

青浦新城绿环把握“青水林田”总体特

色，先行启动段主要聚焦绿环西段，贯通道

长约12公里，以“碧网岛链，稻浪水乡”为主

题，依环境特色由南而北分为：青美湿地、山

海之链、水村原乡3个特色段落，景观元素

丰富，近聚居片区，突出生态优先、强化郊野

特色，尊重文化基因、体现地域特色，关注民

众需求、打造体验特色，加强区域联动、协调

功能特色。

南汇新城绿环以“海上玉环”为空间意

向，构建“一环五段十单元十二寻”空间结

构。全环划分西部森林漫游段、西南科教水

廊段、南部滨海文化公园段、东部滨海生态

公园段和北部运河绿廊段5个功能段。

“一城一绿环”，不止是绿环。是水环、

云环、花环、光环，也是活力环、宜居环、发展

观、融合环。明日的绿环必然不会是一条简

单的环状城市绿带，它更像是一条拥有无限

可能性的莫比乌斯环，链接城市与乡村，链

接自然与人文，链接过去与未来，守卫城市

生态安全，维系城乡统筹发展。

截至  月底上海今年已建成绿道约   公里——

绿色“莫比乌斯环”链接城乡生态空间

① 南汇新城绿环-杉影园效果图；② 松江新城绿环-月季园效果图；③ 嘉定新城绿环-白露园效果图；④ 青浦新城绿环-盈珠园

效果图；⑤ 奉贤新城绿环-运河园效果图。 （均采访对象供图） 制图：李洁

①

②

③

④ ⑤

（上接第一版）

其次，也要重视投出“反对票”居民

的诉求，“问题处理得当，才能其利断

金。用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利益平衡、

达成共识的事交给居民自己解决。避免

将不同意见矛盾化、对立化”。

为了打消少部分居民的顾虑，侯伟

忠拉入了社会市场的力量。记者从北新

泾街道了解到，对运营企业未及时清理、

挤占人行道的共享单车，街道会通知辖

区内第三方代为清理。该第三方由政府

相关职能部门与运营企业共同委托。

此外，还有制度保障——政府部门

与运营企业签署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投放

运营协议》，运营企业会负担“清运成本”，

“这能倒逼运营企业在投放端加以控制”。

新方法管用。再看这份投诉工单，

“这回，‘满意’稳了！”。

动员各方啃下“大树修
剪”，“基本满意”有了增量

新华路街道东镇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任平华手腕处，几道若隐若现的小疤痕，

是他在小区使用碎枝机留下的印迹：树

枝尖锐部分剐蹭了皮肤。

但也是这台碎枝机，盘活了居民区

下辖13个小区的大树修剪工作。

大树葱郁，是东镇居民区绿化指标

和怡人社区环境的显著指征。但大树修

剪，曾是居民区下辖小区互相推诿的包

袱。尤其是那些枝蔓越过小区去隔壁

“串门”的大树，更成了“三不管”的存在。

恒力公寓和华山嘉苑比邻，两个小

区的大树经年生长、翻墙而过，在两者中

间的一条小巷上方枝叶缠绕。接送孩子

上学的校车经过时被树枝刮掉了警报

灯，校车司机从此不愿开进小区，着急的

家长吵嚷着要投诉；行人走在小巷，树枝

大咧咧地从围墙栏杆刺出，经过的居民

刮到蹭到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事儿谁管？任平华看出其中门

道：矛盾看似集中发生在背街小巷，但根

子在大树修剪上，涉及不菲的修剪成

本。他盘了一笔账，大树剪下来的树枝

运费要1300元一车，一车一次最多运5

吨。有时，一棵长势特别好的大树正儿八

经地“理个发”，运费高达2600元。再者，

进小区修剪一次还会产生人工成本、登高

机租金、修剪设备运输费……因此，居民

区下辖13个小区的9家物业公司根本没

有动力来触碰这一问题，对于修剪工作能

混则混。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居民区通

常规模较小，各小区间泾渭分明。

任平华的思路是，把人的关系理顺，

通过业委会把整个居民区变成“共治

圈”——东镇红色业委会自治联盟就此

成立。几次沙龙下来，各小区业委会负

责人越发熟络，还主动对接各自人脉、资

源，“彼此关系熟了，很多事情就好办。

业委会也有力量督促物业动起来”。

共治氛围渐渐形成。经过多次讨

论，一套大树修剪方案逐渐成型。居委

会和志愿者一起了解社区中树木的种

类、分布位置、生长状况、是否需要修剪

等信息，统计、梳理出社区内树木概况形

成表格，而后商量降低修剪费用的办

法。于是，购买、共享碎枝机减少运输树

枝成本的想法由此而出。树木修剪方

面，13个小区计划联合起来与供应商议

价，提升修剪规模，省下一大笔按日结算

的租金、人力、设备运输等费用。

经过碎枝机的枝条弃之可惜，东镇

居委会、红色业委会自治联盟及居民志

愿者商议后，决定将其和湿垃圾一起进

行沤肥，把绿色垃圾变成有机肥料。

这项活动，任平华将其取名为“绿枝

归根”。大树修剪从“老大难”变得可实

现、更有趣了，居民区的孩子们也热情地

参与大树摸底调查。

“这些居民区里港澳台同胞比较多，

老外也不少，居委会就这样通过一个个

共商共议、共同参与的活动把人组织、动

员起来，相当于把难题切割、分包。”任平

华说，比如大树修剪，如果居委会包干到

底，做得再好，居民没有参与感、认同感，

体会不到其中的不易，即便谈“基本满

意”心里也很难有真正的触动。但动员

居民群策群力共同将难题啃下来，这项

工作会就变得完全不一样，更有价值。

“他们心中的那份认同感，就成了

‘基本满意’之上的增量。”

跨前一步，补上背街小巷“差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