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打响年中庆“头炮”
万达力推线上线下大融合

62狂欢购物节 提升消费新体验

临近“618”年中庆，工薪一族讨论最多
的话题就是如何薅到“618”的羊毛。 在年
中大促尚未完全启动时，万达和银联的一
场联合营销活动“62 狂欢购物节”为京、沪
两地的年中庆活动打响了前战。

活动从 6 月 2 日开始，6 月 8 日结束，
以北京、上海两地共 10 家万达广场为合作
试点，上海宝山、周浦、江桥、金山和松江
万达广场参加活动。 活动不仅有减免满
减、1 元购、抽奖等优惠，广场还定制了丰
富的线下活动，涉及餐饮、亲子、服饰、创
意活动等各大品类，加上银联“云闪付”和
“飞凡通”二维码支付新型手段的加持，让
这次活动真正实现了好玩+好礼。

在江桥万达广场，二十几名小朋友在
父母的带领下，在白色 T 恤上进行了涂鸦
创作， 通过绘画勾勒出自己期待中的未
来。 现场的一位父亲表示，很喜欢类似的
亲子活动， 可以尽情陪伴孩子进行创作。
在问及孩子妈妈去哪里了， 他笑笑表示，
听说商场有飞凡通扫码享受 62 折的活动，
去血拼了。

在活动期间，许多消费者不只青睐于
折扣和精彩的活动，对“云闪付”这种挥一
挥手就搞定付款的新玩法消费者们也表
示 “很感兴趣”。 一位刚刚结款成功的女
士， 她兴奋的说到： “作为一个执着的
安卓用户， 终于不再羡慕那些使用 Apple
Pay 的人了！ 原理相同的‘云闪付’显然更
适合我，挥挥手就能完成支付，方便快捷
很不错！ 再也不用到处找信号了，这个是
让我觉得最赞的地方。 ”

统计数据显示，活动期间的周末，广场
总体客流量及销售额同比均得显著提升，
为即将开启的年中庆提前烧了一把“火”。

万达牵手银联共推智慧场景+创新支付

这是万达与银联于今年 3 月宣布战略
合作后，针对联合营销的一次试水，也是
银联“云闪付”在万达旗下实体资源中的
一次创新应用。

今年 3 月，双方举行战略签约仪式，双
方董事长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 根据双方

合作内容，未来共享各类场景资源，在万
达拥有优势资源的众多商业中心、 百货商
场、超市、院线、酒店、主题乐园、医院等服
务领域， 通过合力建设持卡人会员服务体
系、加载“云闪付”等各类创新应用，深度结
合银联和万达在各场景优势， 为消费者提
供精准优惠推送、 积分通兑互换和场景金
融支持等全新消费体验， 并实现各类支付
创新技术的“实体+互联网”应用。

这次的“62 狂欢购物节”正是万达网
络科技集团与银联战略合作后的第一次
“实枪”演习。 结合飞凡支持的众多消费场
景，银联“云闪付”以及飞凡通二维码支付
成为活动的最大亮点。 从体验层面来看，
相比支付宝、 微信等大家熟悉的支付手
段，银联“云闪付”的优势在于对支付环境
要求更低、支付环节简洁、安全可靠。 试
想，在没有网络、没有携带现金的情况下，
掏出手机、解锁、输密码三秒即可完成支
付，再也不会有耗费时间等信号的窘境。

“云闪付”的出现，不仅方便了用户的
支付行为，对于商户来说也减少了为移动
支付再开结算入口的麻烦，极大的提升了
结款效率。

这次活动对于万达网络集团和银联
来说，不止是合作成果的展示，更是两方
实现双赢的契机。 在“62 狂欢购物节”活动
中，银联借助京沪 10 家万达广场丰富的实
体支付场景，让银联“云闪付”扎根落地，
用实际效果撬动了消费者的支付习惯。 而
万达网络科技集团在这场“购物趴”中，借
助“云闪付”的新鲜劲，以生活化的购物场
景加深了消费者对于飞凡 APP 及飞凡通
支付的使用习惯。

“实体+互联网”助推线上线下融合

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尤
其是智能手机等移动端快速渗透，令大众
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改变。 2017 年 1 月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北京发布了《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报告显
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网名规模达到
7.31 亿人，其中手机网民达 6.95 亿。 当前
互联网普及率为 53.2%，比 2015 年底提升
2.9 个百分点。 中国当前的网民规模已经

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
而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线上

线下融合已成为中国经济未来的主流趋
势。 线下实体商业不断努力寻求互联网科
技手段的赋能发展，完成互联网转型。 作为
实体商业的巨擘，万达集团早在 2012 年就
开始进军互联网， 摸索最适合实体转型的
线上线下融合方式。 2016 年 10 月，万达网
络科技集团在上海成立。 凭借万达在线下
拥有的庞大实体资源， 万达网络集团融合
线下线上，确定了“实体+互联网”新的的商
业模式， 用互联网科技的力量武装实体商
业，带给消费者全新的智慧生活体验。

在今年 3 月初银联与万达战略合作的
签约仪式上，王健林正面回应了外界的疑
问：“万达网络科技不只是一个线上或者
线下的零售平台， 我们是在线下往线上
走，现在大家都在融合、都在不断的探索，
不存在谁天然占有先机，就看谁创新。 通
过三年摸索， 我们找到了自己正确的道
路，正确的方向。 ”

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不仅仅是销售
渠道的打通和信息的传递，还应该包括供
应链上下游的配合，跨行业的合作等。 实
体商业想要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就要从消
费者的需求着手，打造更适合现今消费者
的多样化“实体+互联网”模式，在这过程
中还要精确理解及运用大数据，分析消费
者特质，进行精准营销。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实体商业在各类
实体经济形态中的转型都尤为坚定，步步
高集团、绿地集团、新世界百货、万达集团
等一批大型实体企业纷纷全面触网，“实
体+互联网” 转型也出现了多种 “范本”。
2017 年 1 月结束的中央经济会议明确提
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表明做实、做强
实体经济将是 2017 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
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而善用互联网等新兴
技术，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成为实现
实体经济转型与升级的关键。

未来，万达还会和银联共同发力，发挥
双方在全渠道、全场景、国际网络及亿级
客户群等诸多方面的优势， 通过实体、科
技、金融等业务领域的整合，进一步推动
实体企业数字转型。 （阎偞）

炎热的 6 月刚刚开始，年中庆营销就已铺天盖

地袭来: 京东、阿里、苏宁齐上阵。 由万达和银联两

巨头联合举办的“62 狂欢购物节”提前为年中庆“预
热”，通过海量优惠福利、创新购物体验和新颖独特

的线下活动吸引了京沪两地消费者的眼球， 让商家

们着实提前忙了起来， 为即将开启的年中庆提前

“烧”了一把“火”。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本报记者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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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花赏景：探门道 听故事 聊记忆
从课堂教学到浸入式文化活动，

“园艺大讲堂”刷出“2.0版本”

“如果你种植圆锥绣球，只要旱季多

浇水、修枝，或者剪掉低处的大枝，就能

得到优雅的植株外观……‘拖把头’绣球

没有那么耐寒，但依然广为种植……”日
前，爱好植物园艺的作家、复旦大学外文

学院教授谈峥在共青森林公园新开放的

八仙花主题花园， 为市民游客朗读美国

作家特里·邓恩·切斯的 《怎样观察一朵

花》中关于绣球（又名八仙花、紫阳花）的
内容，带大家一起漫游绣球花的浪漫世界。

这是共青森林公园举办的最近一期

“园艺大讲堂”特别设计的环节———先完

成基础授课， 再带市民到八仙花主题花

园识花、赏花，并邀请文化界人士朗读相

关的诗歌、散文、文章典故等，也有市民

娓娓讲述自己与花园相关的爱情故事。
迈出课堂，走进园林，融入文化，直

抵人心，2015 年 9 月开办至今的 “园艺

大讲堂”刷出了“2.0 版本”。 据主办方上

海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朱虹霞介

绍，今后，市民可继续在大讲堂学习有关

植物和园艺的知识，跟着专家动手实践，
还可欣赏并参与朗诵、 传统戏曲等形式

多样的浸入式活动。 大讲堂也会录制视

频，供更多无法到现场的市民自学。

花草也是可以“朗诵”的
八仙花的种植史很长，也很常见，但

一直不温不火， 近年来才逐渐成为园艺

和市民家庭用花的新宠。日前，共青森林

公园开放沪上首个八仙花主题花园，40
余个品种的八仙花填补了春夏交接之际

的花卉空当。 公园和“园艺大讲堂”邀请

两位专家讲授 《八仙花品种介绍与养护

修剪》和《八仙花在园林中的应用》，图文

并茂，旁征博引，引得市民赞叹。
家住杨浦的刘阿姨说，她 1983 年第

一次见到绣球花时就被惊艳到了。 退休

后她在家养了月季、文竹等，一直很想养

绣球花，“这次在讲座上学到很多种植知

识，这个秋天就可以在家种起来了”。 另

一位听众罗家琦说：“专家的讲解和现场

介绍，让我们开了眼界，激发了对花卉和

植物的兴趣，同伴们都很喜欢。 ”
而后在八仙花主题园的文化活动，

更是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驻足。
谈峥在家养了很多花草， 也常常写

一些关于植物的文章。 这次他提前做足

功课， 选定特里·邓恩·切斯写八仙花的

文章朗诵， 自己也陶醉其中：“今天的活

动一方面是知识性的， 另一方面也饱含

文化和审美因素。 融入文化和历史的园

艺讲座使市民陶冶了情操， 丰富了大家

的精神世界。 ”另一位朗读者、律师廖潇

歌感慨， 讲座和朗诵的互动让大家更加

了解花卉植物的“前世今生”，“这就是普

通生活中的‘诗与远方’吧”。

“园艺大讲堂”办了400多场

自 2015 年下半年至今，“园艺大讲

堂”已办了 400 多场。全市每个区每月至

少有一处公园、绿地等会举办一场，各区

每年至少有 12 场。 共青森林公园、上海

植物园、 辰山植物园等几家大型公园是

主力教学点，每月少则一次，也有一月几

次的科普、导赏、植物文化类活动。“现在

园艺太火了，市民热情非常高。每有课程

上线 ， 名额几乎都是几分钟内 就 被 抢

空。 ”朱虹霞说，讲堂内容涉及养植、插

花、春节时的剪窗花、药食同源植物、盆

景、微盆景、水培植物、多肉植物等。
随着越来越多市民热衷于园艺和植

物养植，“园艺大讲堂” 目前已增加开课

频率，各公园绿地也有系列活动，按照季

节、市民关切点等开办有针对性的讲座，
同时丰富授课内容， 比如请园林设计师

带市民游园赏景， 指导市民在欣赏的同

时看门道、听故事、品记忆等，也有古典

园内的昆曲欣赏、 春季赏花季的旗袍布

料上的花卉识别等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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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

共青森林公

园八仙花主

题花园拍照

留念。
本报记者

李静摄

(上接第一版 ) 在沪上名校集结的综合

评价录取批次中， 选物理的考生几乎可

以报考所有专业。
但事实是， 这一届考生中， 选物理

科目的人数并没有 “井喷”， 而曾经的

“小学科” 地理则 “地位大增”， 选考人

数激增。
在上海市民立中学， 两位考生的选

择思路很具代表性 。 考生 A 在 “小三

门” 学科中选择了物理， “如果想进自

己心仪的大学专业 ， 物理似乎 无 法 绕

过”。 而考生 B 则放弃了自己比较擅长

的物理， 选择了生物。 “大部分市实验

性示范性高中， 擅长理科的同学几乎都

会选物理， 不想 ‘正面遭遇’ 他们。”
不少高中老师坦言， 根据新高考的

相关规定， 要按获得考试有效成绩的考

生 (即缺考或未得分的考生除外) 总数

的相应比例划分等级， 这客观上会让一

部分考生在科目选择时采取 “田 忌 赛

马” 的策略。
而谈到地理科目在本届学生中受到

热捧的原因， 一位熟悉高中教育的专家

坦言， 这也是学生们选择的结果。 “从
时间分配上看 ， 地理等级考在 高 二 开

考， 如果选这个科目， 提前一年高考，
那高三的时间就相对充裕了。”

随着改革深入，兴趣导向
会更加明显

“田忌赛马” 的人越多， 多元博弈

的结果越是难料。 “学生未必会完全按

照兴趣来选择， 而这恰恰是他们刚开始

有选择权时， 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不

少高中老师认为， 随着改革的深入， 兴

趣导向会越来越明显。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

彬教授认为， 新高考改革从制度设计上

倡导考生主动选择 。 而这客观 上 也 要

求， 考生要在选择的过程中培养出选择

的能力。
“什么是选择？ 某种程度上说， 做

选择的过程就是参加博弈。” 在周彬看

来， 新高考在给考生提供多元选择的同

时， 也要求考生有选择的能力， 同时，
接受选择的结果。

事实上， 考生每一次选择都是综合

利弊后做出的考量。 表现在选考科目选

择上， 选物理的考生显然要面对学习比

较辛苦、 “学霸” 正面竞争的 “弊端”；
但是选物理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比

如， 高校专业选择范围广， 今后就业也

有更多的机会。 “到底是只考虑眼前利

益， 只看升学这一关， 还是把眼光放得

长远一点， 从眼下的升学到高校深造再

到今后职业选择一并考虑进去？ 学生只

有经历了选择的过程， 才会学会选择。”
周彬说。

在一些教育专家看来，现在“6 选 3”
的选考科目设计不仅充分尊重考生的个

性，提供更宽泛的选择空间。 市教育考试

院专家透露，汇总本届考生情况：选择“物
理、化学、生物”这类纯理科或者“地理、历
史、政治”这类纯文科的考生，加在一起

大约只占考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几。 也就

是说，这一届的大多数考生，在选科目上

已经实现了文理交叉。 从人才培养的角

度来说，这更有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上接第一版)
执法检查组实地检查了金桥国际商

业广场消费维权联络点建设情况、 盒马

鲜生超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等。 截至

目前， 本市共有社区、 市场、 超市、 商

场、 企业、 景区、 电商、 学校、 军营、
商圈、 产业 （创意） 园区、 商务楼宇等

各类型联络点 8505 个， 其中社区以外

的 “五进 ” 等联络点占比超过 三 分 之

一。 联络点每年平均向工商部门提供各

类违法线索 1600 余条。 据不完全统计，
2016 年本市联络 点 处 理 消 费 者 诉 求 6

万 余 件 ， 协 助 消 费 者 挽 回 经 济 损 失

1000 余万元。
殷一璀指出， 对 《上海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条例》 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
是市人大常委会今年的一项重要监督工

作。 今天的调研活动， 是对前一阶段四

路专题检查成果的一次综合性反映， 也

是上海人大历史上首次下社区召开监督

听证会， 既有创意也有成效。 消费者、
平台、 经营者、 消费者组织、 政府部门

等各类主体， 通过听证会平台平等沟通

交流， 把各自的想法问题对策摆出来，

集思广益， 为如何进一步保护消费者权

益、 提供更好相关法制保障提供了很多

很好的意见建议。
殷一璀强调， 保护消费者权益需要

各方尽责、 社会共治。 政府部门、 经营

者、 网络平台、 行业协会、 社会组织、
新闻媒体包括消费者个人， 都应该履行

好各自责任， 更好形成合力， 让消费者

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经营者得到更

大的发展、 上海的经济更有活力、 人民

的生活更加美好。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 吴汉

民、 洪浩、 薛潮参加调研。

(上接第一版 ) 及至进研培班 ， 听艺术

史老师讲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 发展脉

络 ， 看精工课专家展示国内外 艺 术 精

品， 再穿梭于故宫、 国家博物馆、 工艺

美术馆， 他说 “开了眼界”， 更 “从心

底里觉得 ‘匠人’ 二字特别伟大”。 研

培期满， 何满把一个月的所见所闻汇于

指尖———他制作的银铜器不再局限于民

族或宗教用具， 开始贴近实用生活； 他

40 来年的鎏金手艺也不仅仅贡献于寺

庙， 新开发的拇指大小的转经筒挂饰广

受青年喜爱。 他本人更与 “非遗传承”
一起， 在家乡受人热捧。 目睹变化， 徒

弟们纷纷立志坚守传承， 他的一双儿女

也由衷为父亲自豪： 出嫁的女儿想回家

学手艺， 他正在山西攻读硕士研究生的

儿子有了把“所学用于非遗”的念头。
在陈岸瑛看来，“当这些传承人跳出

原来格局， 从中华文化谱系里审视自己

所承项目的真正价值，文化自信的增强，

对于坚守非遗传承而言，更弥足珍贵”。

长尾效应， 让非遗与美
丽乡村相得益彰

有一人 、 一 家 、 一 门 手 艺 受 益 于

“研 培 计 划 ” 的 ， 也 有 一 批 非 遗 项

目 、 一 片 地 区 因 研 培 班 的 长 尾 效 应

焕 然 新 生 。
武麦花是陕西澄城刺绣的传承人。

研培班结业， 她没直接回家， 而是转道

邻县挨个拜访老艺人。 原来， 研培班的

导师曾强调， 非遗传承要紧的是 “秉承

传统， 不失其本”。 想起澄城绣娘们热

衷模仿苏绣， 她意识到有必要发掘、 梳

理带有浓郁特色的、 真正的澄城刺绣。
于是， 她向老绣娘讨传统， 又从澄城的

剪纸 、 面花等手工艺作品里捕 捉 相 似

“血液”。 澄城是黄河流域的古老县份，
拥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武麦花的最新目

标是， 乘着 《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

的东风， 让刺绣工艺织成这座黄河古县

的人文风景。
类似案例在 “研培计划” 的一次次

回访中涌现。 徽墨、 湖笔、 曹氏宣纸的

传承人们从互不相识走进研培班， 到缔

结联盟开启新旅程。 通过 “研培计划”，
他们受到中国 “整体性保护” 非遗原则

的启发， 文房瑰宝重聚首， 成品比以往

的单品更具特色。 钧窑传承人刘红生与

徽州菠萝漆传承人俞均鹏也携起手来，
他们合作的花瓶曾在 2016 年北京国际

设计周上引人驻足。
“非遗传承人通常身怀绝技， 但短

于系统学理。” 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

中心主任金江波认为 ， “‘研培计划 ’
让传承人更新理念， 能把非遗融入地方

重塑和乡村复兴的工程中， 让传承从一

个人到一个群体， 从个体到社区， 直至

建 成 非 遗 村 落 、 美 丽 乡 村 。 ” 5 月 25
日， 就在新一期研培计划开班的同时，
何满带着他的银铜器走进了西班牙， 向

世界展示青海湖边神奇的 “中国非遗”。

“研培计划”为非遗保护提供中国经验

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法制保障

招考改革带来“必修课”：学会主动选择

百年“三级跳”，均高5.93层
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披露外滩建筑群“生长曲线”

5.93 层———外滩建筑群的“平均身

高”最终定格在这个数字上。 据市城市

建设档案馆透露，百年来，27 栋外滩建

筑经历了三次较为密集的“生长期”，单
体建筑从一开始的“平房”变成了多层，
又长成了“小高层”。 其中，1915 年建造

的亚细亚大楼 8 层 ，1923 年建造的字

林西报大楼 9 层 ，1929 年建造的沙逊

大厦 12 层高。 而外滩建筑“第一高”则
是建于 1935 年的百老汇大厦 ， 有 20
层、79.3 米高。

日前， 上海市城建档案馆编写的

“外 滩 成 长 手 册 ”———《上 海 外 滩 建 筑

群》首发。 它从城建档案角度回望百年

外滩史，集成了近年来在拍摄、征集、编
研工作中的精华。 记者从中抓取了三个

关键词———建筑高度、道路宽度、路面

车道变化，借此勾勒外滩建筑群的“生

长曲线”。

建筑高度 ：从 “平房 ”到
“小高层”

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 外滩自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形成， 经历了三次大

规模变迁，20 余幢建筑多次重建，高度

也在增长。
第 一 阶 段 是 19 世 纪 中 下 叶 ，即

1843-1900 年。 这一时期形成了以一至

二层的劵廊式砖木混合结构为主的建

筑特色， 至今尚存的两处建筑是 1873
年建造的 33 号原英国领事馆和 1880
年代建造的 6 号原中国通商银行大楼。

1901-1920 年，近半数外滩建筑重

建，高度提高到三四层至六七层，逐渐

向砖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过渡。 由于电梯、冷暖等设

备的应用，内部设施也趋于完备和现代

化，具有代表性的有原上海总会、原汇

中饭店、原礼査饭店等 12 幢建筑。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 外滩

发展进程突然加快，近半数建筑被翻建

成“小高层”，且体量庞大。 建筑广泛应

用钢框架结构， 高度多达八层以上，个
别大楼还建成了 20 层， 外立面气派豪

华，装饰富丽堂皇，内部设施更趋完善。
如原汇丰银行大楼、 原江海关大楼、原
沙逊大厦、 原百老汇大厦等 11 幢建筑

都在此期间竣工。 自此，外滩建筑群完

成了“三级跳”。
如今，外滩建筑群的平均层数定格

在 5.93 层，由北向南，依次在原百老汇

大厦， 原沙逊大厦和原中国银行大楼，
以及原江海关大楼和原汇丰银行大楼，
形成了三处轮廓线的高潮。

道路宽度：从8.3米拓展
到60米

上海开埠前，外滩滨江俨然一幅典型

的江南田园图景———只有 “阡陌”， 尚无

“交通”。 正如《“阿美士德号”1832年上海

之行纪事》 所述：“江岸两边一马平川，寂
静无声，河渠纵横交错，土地精耕细作。 ”

1848 年， 这里终于出现了正规的

城市道路———原有的沿江纤道被拓建

为二丈五尺，约 8.3 米。1865 年，外滩滨

江道路又拓展到 11 米开外———内侧人

行道宽 2.44 米，外侧车行道宽 9.15 米。
这源于外滩建筑功能的转变———19 世

纪 70 年代前后， 尤其是外滩南京路至

九江路一带“金融街”初步形成，当时的

城市管理部门努力完善社会空间与公

共设施。 1868 年外滩公园建成，私家码

头逐步消失， 外滩淡化了港口功能，成
为人们散步于其中的一弯江堤。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大部分

外滩沿江建筑都进行过大规模翻建，外
滩建筑群的界面空间逐渐趋齐，黄浦江

的涨滩促使道路进一步拓宽———外滩

沿江建筑到江边的距离宽达 55-60 米

不等，车行道拓宽到 17-21 米，其间还

设有 5 米多宽的停车场。

让路于人 ：11条路面车
道减为4车道

外滩公共滨水空间也在不断拓展

和改善， 这主要得益于近 30 年来两次

外滩综合改造工程。
1949 年后，随着外滩建筑群功能定

位的较大调整， 沿江道路的设施及绿化

环境逐步改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外
滩交通综合改造道路改建工程带来了根

本性变化：江岸向江心扩展，退出 14-49
米不等， 外滩建筑群到防汛墙箱顶平台

东缘最小距离达 73 米；中山东一路拓宽

为 46.5 米， 外滩地面形成宽 37 米双向

10-11 车道的道路；沿江设置观光平台，
防汛墙内的空箱大部分作为停车库。

1996 年， 上海外滩建筑群被公布

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置

换计划”的实施使得外滩逐步恢复了金

融贸易功能。 世纪之交，上海步入了城

市发展新阶段，《黄浦江两岸地区规划》
确定了外滩滨江“营造城市特色、彰显

城市形象”的发展目标。
为了缓解外滩地面大量车流的交

通压力 ，2007 年的外滩综合改造工程

依据“风貌保护，功能改造”的理念，通

过双向双层地下交通主干通道的建设，
将原先 11 条路面车道， 缩减为 4 条车

道+2 条停车带的规模， 通过最小化外

滩地面机动车交通，将地面空间更多地

释放为市民公共活动空间。 同时，修复

保留了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碑、陈毅雕

像、外滩气象信号台等一系列滨江区域

的历史保护建筑及雕塑，并设置了四个

主题活动广场，使外滩真正成为优秀历

史建筑、滨江亲水平台、市民观景互动

三位一体的公共空间。

浦江两岸日新月异， 2016 年的景象 （下图） 已与 20 世纪 80 年代时 （上图） 大有不同。 （市城建档案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