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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公里，最精华最核心滨江岸线由百姓共享
跑步、骑行、漫步，6万申城市民元旦“尝鲜”全线贯通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
多样化全民健身活动描绘“开启健康新征程，迈向幸福新时代”生动画卷

新年第一个早晨 ，7 点 30 分 ，上

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165 米高的大烟囱

温度计显示实时温度为 2℃； 相邻的

世 博 黄 浦 体 育 园 小 广 场 却 热 火 朝

天———这里是黄浦滨江 “新年跑”起

点。 8 点 30 分，“新年跑”正式开跑，但
这里老早就人头攒动， 从全市各个角

落赶来的市民有的骑行，有的徒步，有
人排队注册登记“健康跑”，还有的“早
鸟儿”已经在跟着专业人员热身。

当天， 总共 6 万余申城市民在滨

江公共空间、各大城市地标，以长跑、
登高、健步走、骑行、健身展示等形式多

样的全民健身活动迎接新年的到来。在
覆盖全市 16 个区的健身迎新活动中，
广大市民感受到了城市的温度，在美好

的城市公共空间里享受品质生活。

“今年一定要沿着滨江
线跑个全程”

李克平 “跑 ”了 30 多年 ，从 1999
年开始参加上海马拉松， 一直跑到最

近一届，“去年的上马路线就包括黄浦

滨江和徐汇滨江， 感觉非常好。 2018
年元旦能沿着刚刚贯通的黄浦江岸线

跑步，真是开了个好头。 ”他住在闵行

七宝，早上 6 点就出发了，“新的 45 公

里滨江线我还没跑， 今年一定要沿着

滨江线跑个全程。 ”
在黄浦滨江 “健身跑” 终点———

“远望 1”号测量船旁 ，戴先生和朋友

最早一批到达终点。“我们住在半淞园

路街道，也在黄浦区工作，这段滨江是

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我发自内心地热

爱这里。 ”他动情地说，“小时候，这里

是工厂、 旧住宅， 现在改造得这么漂

亮，还跟徐汇和虹口贯通了，真的越来

越好。 ”从世博会前后，戴先生就开始

和伙伴们来滨江边跑步， 现在他们每

周跑 3 次，每次 10 公里以上———从黄

浦滨江跑到徐汇滨江再跑回来。 在他

们看来，滨江的新跑道质量好，不伤膝

盖，沿线的厕所、直饮水点，甚至淋浴

房等设施都很方便。
在徐汇滨江 ，800 多名市民和滨

江贯通建设者们一起， 自南向北以步

行、跑步、骑行和乘坐旅游观光巴士等

形式，感受全新的滨江公共空间。
徐汇区居民俞进和一群朋友开开

心心、有说有笑地徒步游览滨江岸线。
经过新建成的淀浦河桥时， 他感慨：
“沿途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前的老工厂和烂滩边变成了临江美

景、公共开放空间。一家人到江边散散

步、 走走路， 感觉生活质量跟着提升

了。 ”淀浦河桥全长 404 米，是本次贯

通的 45 公里岸线中跨径最大的桥梁，
主桥长 344 米，桥宽约 30 米，以“波浪”
为设计灵感，结构轻盈、简洁明快，是徐

汇滨江的一道新风景。 “再过十几二十

年，回头看时一定会感慨：滨江贯通，我
们见证了一个重要时刻。 ”俞进说。

朱师傅是上海建工集团工人，从

2017 年 7 月开始参与建设龙腾大道

上的桥梁，以及路面铺设、绿化栏修建

工程。昨天，他和工友们第一次乘坐专

门的双层巴士，沿着龙腾大道，游览亲

手铸就的滨江景致。 “好看！ 好看！ ”腼
腆的朱师傅一直在微笑着重复“好看”
两个字。 记者发现，很多建设者都带

了家属，和自己一同见证贯通后的喜

悦和收获。 很多人边游览边拍照，发

布朋友圈记录美景，瞬时收获亲朋好

友们“暴雨式”的点赞。

亲水平台让人通过体
育感受城市风光

在元旦全民健身迎新活动主会场

杨浦滨江示范段， 跳水奥运冠军吴敏

霞，游泳名将陆滢、施扬夫妇，以及城

市业余联赛健身达人代表———全运会

群众项目乒乓球选手沃霞芬、 羽毛球

选手章成、2017 年城市业余联赛跆拳

道联赛六项冠军获得者杨志昊共同启

动 2018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大幕开

启， 杨浦滨江段丰富的工业遗存蜕变

为市民家门口的亲水活动平台， 市民

定向赛、青少年体育嘉年华、社区健身

项目展示等活动让市民扶老携幼乐享

其中。
“运动带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快

乐和健康，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全民健

身让普通老百 姓 的 业 余 生 活 更 加 丰

富。 ”沃霞芬说，“2018 年已经到来，我
希望能带动更 多 人 加 入 到 身 体 锻 炼

中，让他们也能更加快乐。 ”今年刚刚

读小学六年级的杨志昊小朋友表示，
自己的新年目 标 就 是 争 取 拿 更 多 冠

军，“六年下来， 我觉得锻炼不仅不会

影响学习， 反而还能帮助我更好地学

习。 锻炼能让人坚定信念、磨练意志，
这会给学习带来很大帮助。 我一定会

继续努力， 争取有一天进入跆拳道国

家队。 ”
正值 45 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

开放之际， 今年元旦迎新活动还呈现

出较强的“亲水性”，市民们通过体育

运动来感受上海最精华、 最核心的风

光。 目前上海已基本实现了市民十五

分钟健身圈全覆盖，2018 年还将推出

一系列新举措， 让健身成为上海市民

的一种生活方式。
活动当天， 各区赛事活动立足自

身，展现时代新貌。既有传统登高祈福

的东方明珠登高健康跑和佘山登高活

动， 又有金山城市沙滩凭海临风的迎

新健身跑； 既有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

行、穿越古今的“嘉定建县 800 年”万

人迎新健身跑， 又有串联时尚高地梅

泰恒金三角金五星的静安区元旦迎新

跑。在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上海苏宁举

办的“日出东海一起 say hi”迎新跑将

新年氛围与东海、 公园等自然因素紧

密结合，在“千人集合 say hi”区域，市

民们还利用主办方设置的大喇叭，对

着江边呐喊出新年心愿。
在新年的第一缕晨光中， 多样化

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描绘出广大市民

“开启健康新征程， 迈向幸福新时代”
的生动画卷，为申城迎来生机勃勃、欢
乐祥和的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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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起奋进新时代的伟大旗帜
———全景透视人民解放军天安门广场全新升国旗仪式

日出东方，叩启苍穹。 世界的目光再

一次聚焦北京天安门广场———
１ 月 １ 日清晨， 在这个举世闻名的

广场上，一场全新调整、规模盛大的升国

旗仪式隆重举行， 致敬昂首进入新时代

的伟大祖国。
经党中央批准，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起， 由人民解放军担负国旗护卫和礼炮

鸣放任务。 这是任务调整后，人民解放军

仪仗队和军乐团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

国旗仪式。

吹响奋进号角

７ 时 ３２ 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８
名解放军军乐团礼号手齐声吹响升旗号

角，激越嘹亮的号声划破长空，传递出奋

进新时代、阔步新征程的自信与豪迈。
２２ 秒的号角声余音未了，９６ 名解放

军仪仗队员英姿勃发， 护卫着鲜艳的五

星红旗，从城楼中间券门出发，齐步走上

饱经历史沧桑的金水桥。 金水桥南侧，３０
名礼兵分列两侧，行注目礼。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和象征。 维护国

旗尊严，就是维护国家尊严。
护旗编队气势如虹。 陆海空军国旗

组的 ３ 名官兵走在队伍最前面 ，３ 名陆

海空军分队长、９０ 名陆海空军队员紧随

其后，官兵们稳健的脚步英姿勃发，坚定

的目光充满自豪。
天安门广场上， 来自各地的九万多

名群众冒着严寒， 静静等候庄严时刻的

到来。
此时此刻，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民族

复兴， 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 前仆后

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 特别是

１９２１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和 １９２７ 年党绝

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诞生， 中国人民谋

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 中国人民就

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新中国第一面五

星红旗在这里升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踏上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征程。

展示大国风范

７ 时 ３３ 分， 护旗编队走出金水桥，
由齐步换正步行进。 ３ 名分队长迅速拔

出军刀，行举刀礼。 同一时间，９０ 名队员

由肩枪换为端枪，护卫国旗威武行进。
自 １９２７ 年建军以来，一代代人民子

弟兵血脉相传，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
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的十九大庄严宣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国防和

军队建设也进入新时代。
不远处， 观看升旗仪式的人们注目

凝视，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一片肃然，只有

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在激荡人心。
这样的脚步声，人们并不陌生。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 日， 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在天安

门广场检阅共和国武装力量， 宣布中国

将裁减军队员额 ３０ 万。 两年多时间过

去，这支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体
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正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奋进。

作为中国武装力量主体， 为建立共

和国、建设共和国、保卫共和国立下不朽

功勋的人民解放军， 肩负着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护卫国

旗，就是护卫国家、护卫人民。
这次新调整的升旗方案， 增加护旗

编队阵容，编设迎旗护旗动作，充分展现

了新时代大国风范和强军风采。

凝聚复兴伟力

行进至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区后 ，
护旗编队面向国旗杆基座分区站立，国

旗组 ３ 人齐步走上基座，做好升旗准备。
“向国旗———敬礼！ ”分队长董世伟、

李振、郝卫坚同时下达口令。 ７ 时 ３６ 分，
军乐团现场演奏《义勇军进行曲》。 在雄

壮的国歌声中，２９ 岁的升旗手郭凤通按

下电钮， 奋力将鲜艳的五星红旗抛向天

空，护旗官兵立正敬礼。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迎

着新年的第一缕晨曦， 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全场高唱国歌。

４６ 秒后 ，国旗升至杆顶 ，飘扬在祖

国的蓝天，现场气氛愈加热烈，人群中爆

发出如潮的掌声、欢呼声。
短短 ４６ 秒，回荡着古老国度的百年

沧桑；短短 ４６ 秒，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

礴力量；短短 ４６ 秒，升腾起亿万人民的

憧憬希望。
橘红色的朝阳洒向大地， 军乐团奏

响《歌唱祖国》的动人旋律，现场许多人

情不自禁放声歌唱。
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 勤劳勇敢的

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上阔步前进。
新华社记者 李宣良 梅世雄 梅常伟

（据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１ 日电）

2018 年元旦清晨，6 万余申城市民早早走出家门，和各方游客一道，
骑行、奔跑、漫步，参加以“健身迎新年·美好新起点”为主题的“健身大联
动”，活力四溢，开启新的征程。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举办数年的申城“新年
跑”今年迎来新风景、跑出了新气象———赛道定在刚刚贯通的黄浦江核心
段 45 公里岸线。 市民们沿着崭新的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伴着耳畔
的涛声和迎面吹拂的江风，与申城百年历史积淀、不舍昼夜的现代化步伐
和城市深植的厚重文脉气息不期而遇。

45 公里滨江岸线上精心雕琢的 “高品质”， 定格在市民轻快的脚步
里、不断摁下的快门里、满意的笑容和啧啧的赞叹声里。 沿着岸线上通畅
的漫步、跑步、骑行三根道，昔日的“堵点”和“难点”变身“亮点”和“景点”，
移步易景，气象万千———生态新景观、历史老建筑、市民活动场所、交通设
施、配套设施等次第呈现在眼前。

近在咫尺的滨江亲水平台来了，“宜漫步、可阅读、有温度”的世界级
滨水公共开放空间计日可期。

这45公里，每一段都让人流连
浦东

15座云桥自成景色

浦东滨江共 22 公里， 从杨浦大桥
延续至徐浦大桥。滨江景致精彩纷呈，有
陆家嘴地区的繁华， 也有数十年历史的
老建筑。

浦东滨江沿线有多处自然河道、轮渡
站码头等断点，设计人员用 15 座云桥打
通了断点。 这些桥梁经过国际招标，造型
各具特色，既连通了公共空间断点，又像
一个个雕塑静卧江边， 成为沿线重要景
观。 特别是 5 座轮渡站上的云桥，均与原
有轮渡建筑的二层空间有效“衔接”，在提
供流畅慢行体验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观
景平台，让市民拥有更佳的观景视角。

浦东滨江边还布列着原有煤仓及其
廊架改造成的艺仓美术馆、 上海船厂造
机车间改造成的 “船厂 1862”、民生码
头 8 万吨筒仓、大歌剧院和正在建设中
的浦东美术馆等重大文化设施， 外体或
具有历史感，或洋溢设计感，内涵更是丰
富，值得一去再去。

杨浦
“老工业”点缀新岸线

杨浦段工业遗存俯拾皆是， 让人不
经意间便可与“百年工业”打个照面，不
过“斑斑锈迹”早已褪去旧模样———古朴
中冒出了时尚的劲、 厚重中透出了创新

的力。 这次贯通中最北边的就是杨浦滨
江岸线，共 3.4 公里，得天独厚的丰富
工业遗产资源造就了工业风格的公共空
间景观。 经过梳理，整个杨浦滨江段共有

85 处各类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保护
点，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树浦水
厂，及上海工部局、上海煤气公司、沪江大
学历史建筑群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全长 550 米的杨树浦水厂栈桥，一
侧是奔流的浦江，另一侧是有 130 年历
史的英式城堡老建筑，清水砖墙，嵌以红
砖腰线， 让人感觉走入历史和现代的交
汇点。紧接着的是上海船厂滨江区域。船
厂比水厂历史更久远， 旧址上最引人注
目的是两座船坞， 长度均超过 200 米。
从杨浦大桥旁的腾越路到秦皇岛路，分
布着三座轮渡码头， 全部采用人行天桥
贯通码头， 游人走上层， 轮渡从下面穿
行。 在轮渡站的二层望江平台上凭栏远
眺，黄浦江景一览无余。

虹口
重磅景观平台星星点点
虹口滨江岸线西起外白渡桥， 东至

秦皇岛路，全长 2.5 公里 ，主要分为扬
子江码头段、国客中心段、置阳段和国航
中心段。 这里着重提升改造了国航中心
中东西区绿地、高阳路人行景观连廊、海
鸥饭店景观平台等 17 个项目， 建成了

7.4 公里各类步道和 4 公里骑行道。
在这里，有水边的“城市森林”，一道

“林冠线” 提高了岸线的亲和力和舒适

度。在寸土寸金的滨江区域，虹口滨江段
的绿化有 13.7 万平方米， 碧蓝江水和
悠悠绿地“近”相呼应。

“景致无敌”的置阳段游艇码头和海
鸥饭店观景餐厅原来是封闭的。 岸线贯
通后，两处均开放成为亲水平台。类似的
开放空间星星点点密布在虹口滨江岸线
上，总面积达到 30 万平方米。 码头是虹
口滨江的一大特色， 星外滩游艇码头上
停靠着各式各样的游艇船只， 配以 “摩
登”的大楼建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
是一张时尚的“明信片”。

黄浦
56 盏火焰灯激活世博记忆

沿着黄浦江往西，便是黄浦滨江，自
北向南分为外滩滨水区、十六铺地区、南
外滩滨水区、 世博浦西园区和南园商务
区，共 8.3 公里。 除著名的外滩段之外，
新开通的南浦大桥至卢浦大桥约 3 公
里的滨江世博段最受游客青睐， 因为这
里留存了一些世博场馆， 还有重新点亮
的 56 盏世博火焰灯、 世博时排队用的
时间记录铭牌， 重新激活了大家的世博
记忆。 站在江边远眺对岸，有世博公园、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世博展览馆、月
亮船等世博留存场馆， 南浦大桥和卢浦
大桥“飞天横跨”的景致也能尽收眼底。

婉约精致的公园让这里的景致 “锦
上添花”。 从西向东北，这里依次有草趣
园、草药园、秋园、春园、岩石园、月季园
和杜鹃园七座主题园， 花叶斑斓； 漫步

道、跑步道、骑行道穿插其中，形成绿道
景观；道边点缀有千余组花箱、树箱等特
色绿化，市民可以吹着江风、嗅着花香，
欣赏两岸的自然和世博人文美景。

这里还有一个热门美景———停靠在
龙华东路制造局路路口附近的 “四旬功
勋”船“远望 1”号。 船体硕大，令人震撼，
晚上还会亮起灯，是游览黄浦滨江的“打
卡签到”景点。

徐汇
在8.4公里大道上驱车看江景

从黄浦滨江跨过新建的白色日晖港
人行桥，便是徐汇滨江———西岸。 这座长
约 80 米、呈“Y”字空间造型的景观步行
桥，连接黄浦和徐汇两区滨江岸线景观资
源和亲水平台，打通了长久以来的“断点”，
避免了市民绕行之苦；它与卢浦大桥遥相
呼应，每天都有大量市民游客前去游览。

西 岸 让 人 感 受 最 深 的 是 人 文 气
质———音乐节、艺术季、博览会一场接一
场，“粉丝”和主办方均来自全球各地；龙
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艺术品中心等场
馆鳞次栉比，“藏龙卧虎”；转做通航业的
龙华机场、北票码头的橙色塔吊、铁路南
浦站等工业、交通遗址设施，都在西岸焕
发了新生机。

西岸还有一条全长 8.4 公里、可以
驱车看江景的景观大道———龙腾大道。
一路上布置了九座桥梁， 其中设计独特
的龙华港桥获得了上海市市政工程金
奖，昼夜景致都十分美丽。

图②： 健康跑最小的参赛成员在滨

江漫步道上留影。 袁婧摄

图①： 参与滨江改造工程的建设者

们看到昔日的 “堵点” 和 “难点” 经自

己之手变成眼下的 “亮点” 和 “景点”，
倍感自豪， 笑逐颜开。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图③： 住在徐汇滨江岸边的龙华、
长桥街道的居民们因环境大变样而欢呼

雀跃。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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