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忆江南，风景旧曾谙”，“最江南”的城市风貌唤醒

美好的共同记忆。

六千年历史浸润、五千里水脉滋养，青浦新城生长

于肥沃的历史滋养之中。如今，“最江南”的文化符号

被有机嵌入到城市建筑、公共空间中，传承着城市文

脉、讲述着城市文化。

西起淀山湖、东至黄浦江的淀浦河，是青浦的“母

亲河”。如今，穿越450年的时光，曾是青浦老城厢五

座城门之一的水城门，再度巍然立于淀浦河之上。总

长87.3米、宽20米，桥面高11.25米，其上还伫立着一

座二层中式仿古城楼，水城门的一砖一瓦，无一不是依

照史料复刻而建的。登上城楼，举目远眺，脑海中不禁

浮现出数百年前江南古城繁华的历史场景。

水脉相承，文化的脉络也不曾中断。紧挨着水城

门的知道书院是在清嘉庆年间青溪书院的旧址上重建

而来的，2020年建成向市民开放。书院占地仅4000平

方米，面积不大，但中国古书院里所特有的讲堂、斋舍、

藏书楼一应俱全；沿中轴线展开，师觉堂、文昌阁前后

排布，斋舍对称分布在东西两侧。

同时，知道书

院内还有上海首家区

域性名人展示馆——

青 浦 名 人 馆 ， 章

楶、管道升、曹知

白、夏瑞芳、吴志

喜等青浦古代、近

代和现代名人的杰

出事迹都在这里展

出，向世人讲述他

们的故事。

古今融合、内

外兼修，不仅是城

市地标，生活细节

中的公共空间也处

处彰显着江南文化

的新韵。例如，上

达河长岛公园里的

长岛驿，两面坡的屋面采用的是江南典型的尖山式硬

山屋顶——由前、后两个坡形屋面合成人字形相交，形

成尖顶。隔河望去，这种中国古建筑特有的弧形屋面

犹如展翅的白鹭飞翔在河面之上。在驿站休息的市

民，仿佛置身于江南古镇里。

除了长岛驿外，北菁园内“叫桥却不是桥”的无间

桥、巧妙结合玻璃幕墙与水泥墙面的两半间……近年

来，这些各具特色的公共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青

浦新城各处，或矗立在公园绿地，或掩映在河边道旁的

树影之中，巧妙嵌入江南古城的文化风韵，融入新城居

民的生活之中，成为居民们休闲游憩的新场所。

今年下半年，青浦新城还将继续发力，包括编制青

浦新城南站专项规划，打开新城南部新发展空间；启动

90万平方米“江南新天地”一期旧改方案申报和前期

工作，加快“江南新天地”重现江南古镇风貌的脚步。

古今相融
江南文化符号嵌入城
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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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弛

霞光倾泻而下，水面波光粼粼，环城水系公园
仿佛是青浦新城的一条“金腰带”；破水而出的水城
门，飞檐翘角间书写着诗句——“忆江南，风景旧曾
谙”，昔日江南古城的记忆渐渐苏醒；以此为原点，
万亿元级规模的长三角数字干线奔涌向前；在社区
的“解忧驿站”里，居民们下象棋、练书法、交换闲置
物……青浦新城“高颜值”“最江南”“创新核”“温暖
家”的城市意象，被一一生动诠释着。
集进博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建设、上海“五个新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
任务于一身，青浦新城将成为青浦区打造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枢纽门户的“样板间”。
今年，青浦新城的建设步伐“蹄疾步稳”，从规

划蓝图转入谋定快动、乘势而上、全面发力的新阶
段。在这里，一幕幕美好的发展愿景正转化为一幅
幅生动的现实图景。

将“高颜值”“最江南”“创新核”“温暖家”的美好愿景化为现实图景

数字蝶变，打造长三角数字干线“核中核”

以水为脉，“高颜值”的青浦新城灵动蜿蜒而来。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用这两句诗

形容此时的青浦环城水系公园，是再恰当不过了。8

月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淡淡的清香中，居民王老伯和

老伴儿又来到公园一角的“听雨轩”散步。“现在这儿多

美啊！”王老伯一边感叹，一边招呼着老伴儿，“来拍张

美美的照片”。

在青浦新城的另一角，占地130亩的夏阳湖是新

城内最大的人工湖。远远望去，干净清澈的湖面，像镶

嵌在此的一块翡翠。居民李小姐告诉记者，每天傍晚，

她都会到这边的健身步道慢跑锻炼，“步道曲径通幽，

周围还掩映着树木和花丛，每天来这儿走一走，心情都

好了起来”。

在青浦新城91.1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水域空间

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样人水相亲的画面也随处可见。

因此，从规划之初，水，就是青浦新城的核心元素。

据青浦区介绍，以水为脉，青浦新城将在“十四五”

期间重点聚焦“一个中心、三个片区”开展规划建设。

“一个中心”即上达河两岸的青浦新城中央商务区，区

域面积6.5平方公里，未来将建青浦之“芯”岛、青浦新

城城市公园、外青松企业总部走廊等，区域内细化设计

了生态型、生活型和城市型等各种水岸空间，同时将滨

水布局8个近1公顷的口袋公园，服务半径300米，居

民步行5分钟可达一处口袋公园。“三个片区”即城市

更新实践区、未来新城样板区和产业创新园区，这些区

域同样将借助水系打造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之城。

规划中的愿景一步步走进现实生活。2020年1月

1日，青浦环城水系公园全线贯通，这也是青浦区有史

以来最大的一项民生工程。淀浦河、油墩港、上达河和

西大盈港4条全长约21公里的骨干河道，串联起3000

亩滨水开放空间；滨水绿道绵延43公里，点缀着35处

休闲运动健身场地、18座码头，还有水城门、上善广场

等多个网红景点。

除了在核心区域的

“上”字水轴外，新城内现

在多条河道都颇具“水清

岸绿、鱼翔浅底”的江南水

韵了。据区水务部门介

绍，近两年，水务部门按照

“一河一方案”，积极推进

水体改造工程，完成多条

河道的水质改善和生态清

洁小流域治理。例如，今

年新城重点工程之一就是

汤家浜、水渡浜等河道整

治工程，经过“美容”后，这

条西起华青路、东至华浦

路、北至花园港泵闸、南至

盈港东路，总长700余米

的河道“旧貌换新颜”。

有了好风景，好经济

也来了。如今，青浦新城正立足淀山湖周边优越的生

态环境，承接虹桥商务区、西岑科创中心、市西软件

信息园的产业链延伸，不断将国家战略和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以青浦工业园区为核心载体，青浦新

城积极打造数字信息产业园、氢能产业园、人工智能

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生命科学产业园、民用航空

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园区，着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

刻得青浦数据中心、启迪国际科技城、华测导航生产

研发中心、康恒环境总部基地和新技术研发中心等大

项目相继落地。

美学浸润
都市靓色与水乡灵韵
相得益彰

青浦新城“创新核”的城市新貌正跃然而出。

今年1月，“长三角数字干线”启动建设。这条发

端于青浦区、沿G50主干廊道建设、以数字经济为本源

形成的创新链和产业链，未来规模将达到万亿元级别。

而长三角数字干线的“核中核”，就是青浦新城。

不断增强创新策源力，为数字干线输送不竭的创新“活

水”，成为青浦新城必须要担起的责任。

最近，青浦新城就导入了一批重大功能性项目，中

铁四局上海智慧创新总部、TCL上海青浦 ·创智E城、

青浦复旦国际融合创新中心纷纷落户于此，为青浦新

城输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创新产业集中布局，形成创新合力。中铁四局落

户在新城的上海智慧创新总部，以高质量发展策源中

心为定位；康桥集团—康墣（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将在此发展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TCL上海

青浦 ·创智E城项目的目标更为完整系统——要在青

浦新城打造一座电子信息及半导体材料的生产、研发

集聚地，形成集“产业+研发+园区+孵化+金融”于一体

的战略性新兴特色智慧园区。

就在几天前，上海君子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新建环保涂料研发生产基地

在青浦工业园区内举行了开工奠基

仪式。“双碳”目标下，该基地将进

行环保材料的研发。不仅如此，

今年青浦工业园区还将推动上

海众国永泓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新建项目、脉格医疗新建厂

房等项目加快建设。

根据规划，作为长三角

数字干线的核心区域，未来

的青浦新城将打造成一座“5F

数字之城”，即数字未来之城、

数字魔幻之城、数字时尚之城、

数字乐趣之城和数字友好之城。

而由“长三角数字干线”出发，

青浦新城还将依托上海东西发展轴

上数字信息产业集聚的优势，联动北斗

产业技术创新基地、市西软件信息园、西岑

科创中心等产业基地，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制造、软

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产业，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信息枢纽等新技术的应用。

区域合作上，青浦新城向东与张江科学城加强联

动，向西与吴江、嘉善等长三角城市对接，共同构建形

成紧密合作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这里既是‘创新核’，

又毗邻江苏、浙江等地，可以辐射长三角各地的金融企

业，更能尽享长三角一体化的制度红利。”今年年初落

户青浦新城的长三角基金汇项目代表、江苏高科技投

资集团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周海荣表示。

青浦区委副书记、区长杨小菁表示，下半年，青浦

新城要铆牢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在导入重大

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企业总部、研发创新、要素

平台、公共服务等功能加快导入。

创新策源
长三角数字干线的
“核中核”

生活在青浦新城这个“温暖家”，老百姓的日子

和城市发展一起“节节高”，不仅能在家门口体验到

现代江南水乡特色、感受历史文化，还在“15分钟

生活圈”享受到切实的生活便利，人人都是“幸福社

区”的“合伙人”。

曾经的老城厢，脱胎换骨成了如今的新城核心

区。在盈浦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上善广场成了

居民“打卡地”。每天清晨和傍晚，都有居民在这两处

休闲锻炼。盈浦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陈锦

花说，盈浦街道正积极推进“幸福社区”建设，已建成多

个社区中心，包括健身房、图书馆、为老服务中心等。

家里有闲置物，扔了舍不得，卖了又不值钱，怎么

解决？玉兰花园社区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换闲置物的

场所——“解忧驿站”，大家不用的智能起床灯、榨汁

机、空气净化器都放到驿站的架子上，方便居民彼此置

换。

“走走走，一起到桃源埔社区中心赶公益早集去。”

每天早上，家住香花桥街道的平阿姨都要喊上姐妹们

到自家小区的社区服务中心报到。公益剪发、

口腔义诊、中医诊脉、日间照护……这些

事儿现在都能在家门口解决。

青浦区委书记徐建表示，青浦

新城打造“温暖家”的核心要义就

是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都

有归属感。青浦新城的建设，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

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让每

个人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

度。

据悉，青浦新城今年将推

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高质

量覆盖，实现生活圈里党群建

设、事务办理、养老托育、医疗卫

生、文化体育等功能的复合设置。

在此基础上，还将结合社区居民的特

定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着力提升社区服

务的集成化、便利化和智慧化程度。

空中远眺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青浦分院，弧

形的红色陶板包裹着整体建筑，让人一眼就认出这是

“红房子”，同时又别具现代建筑的前卫特色。经过两

年多建设，“红房子”进入到室内装饰装修与室外总体

施工阶段，手术室、病房样板间已于日前“亮相”，竣工

交付将在今年年底。据悉，该院设计有500张病床，未

来将建设成为一所拥有妇科、产科、妇幼保健、生殖医

学等全国领先学科的高水平三级甲等妇产科专科医

院，“以后生孩子不用大老远跑去市区了，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同样优质的医疗服务。”青浦新城的一位居民

说道。

与此同时，在崧润路与公园东路交汇处，青浦区公

共卫生中心建设也在推进之中。据项目部经理蔡红辉

介绍，该项目预计在今年10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1月份完成主体验收。完工后，这里将包含区疾控中

心、区卫监所、区急救中心和区应急指挥中心。

要让老百姓的日子“节节高”，除了医疗外，还有更

多优质的公共服务和资源“在路上”。比如，青浦新城

本月就将新增一所初中——新城四站一处地块36班

初中项目即将竣工。投用后，将为青浦新城提供36个

初中教学班。在项目现场，一幢幢崭新的多层建筑错

落有致地分布着，平整宽阔的操场、色彩鲜艳的塑胶跑

道、草坪上的足球场，都为校园增添了活力和青春气

息。据项目经理蒋惠锋介绍，目前项目已进入到室内

装修和室外绿化装饰收尾阶段，“这所学校的建筑特点

在于屋面都是开放式的，绿化率达到50%以上，有望争

创上海市白玉兰奖。”他说。

此外，青浦新城今年签约开工的公共服务项目还

有夏阳街道达慧路北侧地块普通商品房及商业项目、

新城一站大型居住社区63A-01A幼儿园等。

温暖家园
“15分钟生活圈”越来
越便利

青浦
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