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图：汪芳参加县长直

播带货活动现场。

在阜新路口袋公园， 一段 80 米长的区域见缝插针新增

滑梯、 秋千等玩乐设施。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在浦东龙阳路车辆基地，地铁车库的屋顶藏着一座发电厂：近 1.3 万块光伏板构成的光伏发电项目，既利用了屋顶闲置空间，也为地铁

列车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本报记者 张晓鸣

■本报记者 周渊 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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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角料，变身“口袋运动场”
一块长 80 米的狭窄空间 ， 被绿化带

“框”在市政道路与居民区之间，停不了车，

也无法植入其他功能。 过去，杨浦区阜新路

上这块尴尬的城市“边角料”就像错放的拼

图，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现在，这里成

了附近居民常去的亲子活动空间：那一抹几

何感极强的明黄色里藏着跷跷板、 秋千、小

滑梯、小躺椅，远远看去就像立在街头的装

置艺术，搭配凹凸错落的古典砖墙、色彩缤

纷的几何步道，充满了童趣与活力。

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 越来越多的城市边

角料化身“口袋运动场”，有的主打亲子活动，有

的化身“街角趣动场”，中环桥下的普陀“新体

育空间”里，篮球场、足球场、网球场一应俱全，

长宁区则在苏州河中环桥下打造出以 “火烈

鸟”“猎豹”“斑马”为主题的运动空间……“城市

边角料”变成了集聚人气的公共空间，让大家

走出家门、办公室，共同营造有归属感的社区。

从居民需求出发，高校师
生、网红博主开启“沉浸式”设计

阜新路“口袋运动场”的前身，灌木杂草

野蛮生长，蚊虫滋生，还有来路不明的垃圾堆

放，附近居民都会绕着走。 而周边有着 7所中

小学幼儿园，往来人群车辆众多，孩子放学后

没有一块合适的活动区域。 两个难题碰在了

一起，撞出了一个解决之道———通过“四平空

间创生行动”，杨浦区四平路街道和同济大学

设计创意学院开始思考如何把这类“边角料”

空间重塑成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

建成什么样，居民说了算。 设计团队经

行为观察、走访居民、开展联合工作坊等搜

集了厚厚一摞居民需求， 设计方案最终敲

定：保留街边花坛布局，见缝插针嵌入儿童

游乐设施。

杨浦区四平路街道社区宣传文化办公

室副主任李原说：“大人小孩荡荡秋千、玩玩

滑梯， 和一旁晒太阳的邻居们嘎嘎讪胡，听

听故事，特别有滋味。 ”

近日 ， 安化路 211 号沿街一个狭小临

时停车场因将被更新为“街角趣动场”而出

圈，由 4 位设计、艺术类专业背景的小红书

博主共同操刀设计和微更新改造， 正在紧

张施工中。

江嘉玮，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后研究员， 作为项目牵头人， 他透露：

“街角趣动场”占地不到 200 平方米，被精细

地划分为中老年、年轻人、孩子三大区域，引

入八九种健身器材满足各年龄段的需求 。

“具有想象力、人情味和活力感”。

这里的每一样健身器材都是根据居民

需求量身定制的，比如针对不少坐轮椅的残

障人士，在普通健身推手上作了调整，使其

能自由调节高度和方向。 另一位博主设计的

亲子跷跷板，有着“一长一短”的结构，可供

三口之家一同玩耍。

打破“圈层”，让充满活力的
公共空间成为人与人情感连接

这类伴随居民需求发芽、生长的“口袋

运动场”正星星点点落子于城市。比如，抚顺

路 360 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围墙外，通过地

形塑造、自行车架裹彩棉等方式，将闲置自

行车停车设施打造成供儿童嬉戏娱乐的“圈

圈王国”；抚顺路睦邻中心门口，出现了攀岩

滑滑梯和圈圈椅……“过去，上海人的童年

是在弄堂口呼朋引伴，而现在抚顺路鞍山路

沿线借助微更新，重现了我们的小时光。”李

原说。

“口袋运动场”的出现，也为社区带来了

新变化———阜新路绿化带中的 6 个花坛有

了“专属园丁”，学校师生、社区居民、社区企

业员工、志愿者等组成空间营造队，主动对

“口袋运动场”进行维护。

设计师与居民“破圈”合作的“口袋运动

场”，把人们带回了公共空间，重新建立起人

与人之间的连接。 通过理念创新、精细管理，

城市中更多的“边角料”以口袋公园、迷你农

园、阅读角等灵活多样的功能形式出现在人

们身边 ， 它们都带有同一功能———公共客

厅。 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

授于海看来，这是上海对于城市空间的认识

不断提升的结果。

“上海对于城市空间的打造， 从最初注

重其中的资本价值、景观价值发展到更加关

注空间的社会价值。 ”于海解释，空间社会价

值的体现就在于“互动”，包括空间和空间的

互动，绿地与居民区的互动，空间与人的互

动。 而“城市有机更新”中的“有机”就是回归

空间的互动。 “倘若一个小区里的居民互相

不来往，群体活动没人参加，资源、信息不共

享，这样的小区称不上是社区。 ”于海回忆起

曾经的弄堂生活， 邻里在同一块地方乘凉、

烧菜、吃饭、聊天，“这种有机互动的空间里

产生的情感联系令许多老上海人记忆犹新，

至今回味”。 他认为，当下城市的空间利用要

讲求互动性、平等性，鼓励人们相互来往，建

立起情感连接，对于社区的归属感才能建立

起来。 城市“边角料”的活化利用，正是留住

人气、体现城市温度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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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竹士

汪芳：江孜“红河谷”里的上海硬汉
汪芳的内心，始终“驻扎”着硬汉品格，

敢想敢试。

在他的眼里，西藏天地自有大美，于是

在园艺示范区开辟了西藏虎头兰养殖培育

等实验区，发展特色产业。他以江孜县为家，

不把自己当客人，当干将不当看客，面对困

难，乐在其中。

脱下军装，依然不改“哪里
艰苦去哪里”本色

1999 年， 在海军西沙水警区担任连职

干部的汪芳转业至浦东。 2019 年，他报名参

加对口帮扶云南， 组织进行选拔时和他谈

话：“你作为一名老兵，有过戍守祖国南海海

岛的经历，思想和身体素质过硬，援藏工作

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干部。 ”

汪芳当即答应参加援藏工作。他慷慨激

昂地对家人说：“从祖国的万里海疆，到西南

边疆，哪怕脱下军装，依然要执行任务，哪里

艰苦就去哪里。 ”

正因军人四海为家的习惯，汪芳努力适

应环境。 他把部队的锻炼习惯带到江孜，每

天坚持操练腹轮机、单双杠等器械，并组织

大家下厨包饺子等活跃生活，一切都为更好

完成援藏工作的主责主业。

小马驹的高附加值，孕育梦
想起航之地的希望

汪芳喜欢穿布鞋， 着中式对襟上衣，两

年的时间，他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今年

五月， 江孜县文旅园区骑马场的母马诞下了

小马驹，汪芳很高兴，这预示着园区未来的兴

旺。他叫得出园区里每一匹马的名字，喜欢乡

间的味道和淳朴的民俗，把这里当家。

如今的汪芳，已是半个农业专家。 他把

农业大县江孜的青稞包装成了高附加值的

绿色健康食品 ，向大城市的 “三高 ”人群推

广。 日喀则素有“世界青稞之乡”美称，江孜

县的青稞尤为出名。红河谷现代农业技术示

范区是他的梦想起航之地。

怀着“做江孜人，创江孜业，谋江孜福”

的愿望，汪芳和同事们以打造 3A 级景区为

目标，按照“文旅先导，三产融合”的发展思

路，为红河谷引进优质企业，引种驯化各类

花卉果树苗木 18 万棵， 建立采摘园、 骑马

场，做好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建立制氧

站。 旨在打造西藏的农业科技新高地、产业

扶贫辐射地、旅游休闲集散地。

“红河谷”背后，是“浦东经
验”和“江孜特色”融合的新思考

红河谷农业园区推行 “园区多岗位就

业， 1+19+x 乡村辐射点带动就业扶贫” 模

式， 将产业及技术扶持辐射到江孜县下辖

的所有乡村。 先后在 19个乡镇建立了 26个

温室大棚种植辐射点， 带动 255名农牧民灵

活就业， 年人均增收 1.35 万元； 建立首个

组培中心， 为各乡镇培训农业技术人员 200

余人。

去年， 汪芳参加主持两次县长直播带

货活动， 取得了县长直播活动的销量冠军。

目前， 他历次直播带货销售额合计 20 余万

元， 助力了江孜县农产品及深加工制品的

消费扶贫再升级。

而他也有了新的思考。 江孜县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 县城中心的宗山， 是英勇

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英雄城， 又是现今唯一

保存完整的旧西藏 “宗 ” 政府建筑遗址 。

为适应新时期江孜县高质量发展要求， 汪

芳组织协调联系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赴江孜 ， 研讨交流国土空间

规划与生态修复 、 城市总体规划等工作，

将 “浦东经验” 和 “江孜特色” 有机融合，

为江孜县的城市规划建设与自然资源工作

进一步探明方向、 画好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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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在科学会

堂听嫦娥五号、 嫦娥六号探测器系统副

总设计师讲述探月故事， 在张江科学城

零距离触摸最前沿的科技产品， 在奉贤

清溪老街的江南水乡古朴建筑群中逛科

普集市……记者近日获悉， 由市科协、

市委宣传部 、 市教委等联合主办的

2021 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 ” 活动将

于 9 月 11 至 17 日集中开展， 活动将通

过 “商圈+社区 ” 的形式 ， 打造 15 分

钟科普生态圈。

今年的科普日活动以 “百年再出发，

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为主题。 本

周六， 活动启动仪式暨科技会客厅———

“天地之间 科学筑梦” 科学与艺术对话专

场活动将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 活动将

以天、 地、 人为主线脉络， 展现我国在

空间科学、 环境保护、 城市建设等领域

的非凡成就。

作为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 活动的

重头戏之一， 上海科技电影周已连续举

办三届， 广受好评。 今年， 共有 13 部

影片通过公益专场和活动专场的形式与

市民见面， 天文学家叶叔华院士的纪录

电影 《星河一叶》 将作为此次电影周的

开幕影片， 与 《钱学森》 《我是医生》

《黄大年》 等科学家传记电影一同组成

“礼赞科学精神” 板块， 展现我国在这

些 “国士” 引领下迈向科技自立自强的

奋斗历程。

“全国科普日” 打造的是老百姓身

边的科普， 只有紧扣时代脉搏、 贴近市

民群众 ， 才能让科普 “润物细无声 ”。

在商圈 、 社区 、 校园 、 公园 、 企业园

区， 以及遍布全市的科普教育基地， 丰

富多彩的科普日活动处处可看到， 人人

可参与。 浦东新区第三届张江汇智科普

节将依托张江科学城的科技氛围， 把最

新的科技产品直接投放商圈； 闵行区科

普嘉年华活动设在龙湖闵行天街商场

内， 文艺展演汇演、 科普剧表演、 科学

秀决赛等科普节目将一一上演； 奉贤区

青溪老街科普市集活动将在老街各典型

建筑及沿街店铺开设科普集市打卡点，

让市民游客在走走逛逛中树立健康生

活、 协调发展的理念。

“一江一河”景观水域
连续三年实现“双零”污染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上海依水而生、 因水而兴。 近年

来， 本市多措并举、 形成合力， 改善水环境、 做足水文章， 持

续提升城市内涵品质。 记者近日从市市容环境卫生水上管理处

获悉， 连续三年， 黄浦江、 苏州河 “一江一河” 景观水域已实

现 “双零” 污染目标， 即水生植物零污染、 水面垃圾零漂浮。

9 月 1 日起， 随着 《上海市水域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 》 施

行， 将从制度层面推动水域市容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自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公共空间贯通开放、 苏州河环境综

合整治四期工程启动以来， 上海水域市容环境面貌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 相关部门按照 “市区联手、 拦捞结合、 关口前移、

确保重点” 的水域保洁工作总体原则， 以 “控源头” “捞苗

头” “堵田头” “净滩头” “清弯头” 为主要抓手， 全面建立

起区与区之间、 上下游之间、 跨省市之间的水域环境管理联防

联动机制， 有效加强了对 “一江一河” 公共空间的治理。

根据 《规定》， 黄浦江景观段、 苏州河景观段由市绿化市容

部门负责； 其他水域， 除个别流经城区段的由区绿化市容部门

负责外， 其余由水务部门负责， 且纳入河道养护管理工作范围。

市区多部门联手， 共同维护水域市容环境整洁、 有序、 美丽。

市绿化市容局政策法规处介绍， 《规定》 共 26 条内容，

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 坚持 “全覆盖、 全流域、 全过程”

管理， 将现行 “城镇、 独立工业区、 港区、 风景游览区” 的适

用范围予以扩大， 明确对城市、 农村水域实行全覆盖管理。 同

时， 从强化水岸联动、 水岸共治要求出发， 进一步拓展管理内

容， 在环境卫生管理基础上， 增加市容方面的相关要求。

接下来， 市绿化市容局将会同市水务局制订 《上海市水域

保洁区域的保洁等级和具体范围》 等 5 件配套文件和示范文

本。 同时， 在上游垃圾、 陆域垃圾、 船舶垃圾等水域污染源治

理上攻坚克难； 在长三角区域协作、 管理执法联动、 市区联手

防控等区域联动机制上发挥创新协作； 在滩涂保洁、 流域管

理、 社会监督等长效管理机制上保持丰富完善。

助力“碳中和”,地铁车库屋顶变身光伏电站
今年预计发电约2500万度，上海地铁光伏装机规模在轨交领域居全国首位

浦东龙阳路车辆基地，轨道交通 2 号线、

7 号线与 16 号线在此交汇。 每天搭乘地铁的

乘客或许不知道， 地铁车库的屋顶藏着一座

发电厂： 近 1.3 万块光伏板构成的光伏发电

项目，既利用了屋顶闲置空间，也为地铁列车

提供绿色清洁能源。

记者昨天从上海地铁获悉，自 2014 年川

杨河基地光伏发电项目实现零的突破开始，

上海地铁已有川杨河、治北、金桥、龙阳路、三

林等 10 个车辆基地完成了光伏发电系统并

网，总装机容量约 24 兆瓦，今年预计发电约

2500 万度，光伏装机规模在国内轨道交通领

域位于首位。

昔日屋顶等“边角料”区域，如今成为上海

地铁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新舞台。

智能检测，让屋顶光伏电站
更智能

沿着竖梯， 记者昨天登上龙阳路基地屋

顶，彷佛打开了“新世界”：成片的光伏板，有

五六个足球场一般大，几乎铺满了整个屋顶。

“屋顶可用面积大约 4.6 万平方米，安装

了 12912 块多晶硅组件，552 块薄膜组件，总

的装机容量 3.66 兆瓦。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上海地铁新能源有

限公司董事长牟振英对此如数家珍， 该项目

2019 年年底并网发电，2020 年全年发电量超

400 万度。

轨道交通供电系统对可靠性的要求非常

高， 为避免光伏设备故障可能对供电系统的

影响， 该项目在并网点的位置增加了一个具

有连跳和闭锁逻辑功能的开关， 以便在非正

常运行状态时，自动断开光伏系统。

“传统的光伏发电， 如果某处出了问题，

维修人员需要穿上工作服、背着工具包，一点

点排查，耗时费力；现在，我们的维修人员只

要根据光伏监控系统中的故障报警提示，就

能迅速定位故障位置。 ”牟振英介绍，项目采

用的光伏逆变器具备在线智能诊断功能，可

在系统运行过程中自动生成诊断报告， 用以

评估光伏方阵状态，提高了检测效率。 此外，

在光伏监控系统中， 建立光伏方阵与组串的

映射关系， 维修人员可以根据监控系统提供

的故障组串位置快速定位故障点。

加快推进，地铁将成绿色能
源供应商

8月初， 由上海地铁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上海轨道交通封浜、九亭、川沙基地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开工， 装机容量共计

12.4兆瓦，计划今年年底能并网发电。随着越

来越多的光伏发电项目投入运营，上海地铁的

能源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光伏发电这种清洁能

源由最初的小范围替代向网络化替代发展。

在牟振英看来， 光伏发电的发展也将逐

步打破人们对地铁功能的传统认知， 即地铁

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能源消费企业，还能

主动生产供应绿色能源。

早在 2018 年，上海地铁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 开展轨道交通领域的节能改造和分布

式光伏发电等相关业务。成立新能源公司，不

仅为上市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也积极

推动轨道交通绿色发展，建设节能减排、低碳

出行的智慧交通生态圈。

随着光伏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下降，光

伏建筑一体化的理念有望逐步得到推广应

用。 对于新建轨道交通停车场、高架车站等，

上海地铁将对达到一定规模的建筑物、 构筑

物的屋顶同步开展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

下一步， 上海地铁还将聚焦分布式光伏

发电、充电桩、储能、直流微电网等新兴技术，

提高电网、 可再生能源和储能系统的综合利

用，通过能源流、信息流的整合实现能源的高

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为国家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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