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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 月下旬，上海中心城区最后一个

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征收项目——

建国东路 68 街坊及 67 街坊东块征收方案生

效，持续 30 年的成片旧区改造顺利收官。

从 1992 年 3 月启动首个成片旧改项目——

斜三基地开始，上海长年把旧区改造摆在民

心工程之首，30 年来共完成二级旧里以下

房屋改造超过 3000 万平方米，受益居民约

130 万户。

上海 30 年成片旧区改造经历了三个主

要阶段：第一阶段，以“拆旧建新”为主的危

棚简屋改造。 1992 年，上海提出到本世纪

末完成市区 365 万平方米危棚简屋改造的

目标。至 2000 年，结合土地批租、房地产开

发、市政建设，全面实现危棚简屋改造预定

目标。卢湾“斜三”地块、成都路高架工程、

黄浦 71 街坊、闸北“不夜城”、普陀“两湾一

村”、虹口唐山里等一大批重点、难点项目得

以实施，共受益居民约 68 万户。

第二阶段，以“拆改留并举”为主的成片

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2000 年底，上海

启动新一轮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改造，按照“政府扶持、市场运作、市民参

与、有偿改善”原则，实行以货币安置为主的

动 迁 征 收 政 策 和“ 拆 改 留 并 举 ”的 改 造 方

式。“十五”期间，通过优惠政策的激励和配

套措施的支持，以建设世博园区和轨道交通

为契机，推动多个旧改项目。“十一五”期间，

按照“政府主导、土地储备”原则，重点推进

闸北“北广场”、黄浦董家渡、普陀建民村、虹

口虹镇老街、杨浦平凉西块等“五大基地”。

“十二五”期间和“十三五”前期，适应从“拆

迁”到“征收”的政策变化，继续实施市区联

手改造，同步推进遗留毛地处置。通过十余

年努力，受益居民近 80 万户。

第三阶段，以“留改拆并举”保留保护为

主的更新改造。上海统筹推进风貌保护和

旧区改造，旧区改造按下快速键、跑出加速

度。集中推进黄浦宝兴里和乔家路地区，虹

口山寿里和提篮桥地区，以及杨浦滨江和静

安洪南山宅等一大批旧改基地。党的十九

大以来，上海累计完成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

造 328 万 平 方 米 ，受 益 群 众 达 到 16.5 万

多户。

在 30 年的成片旧区改造长跑中，上海

摸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协调各方资源力

量，为成片旧改跑出“加速度”提供保障。各

相关部门建立解决民生问题的会商机制，精

准掌握群众需求、困难。坚持实行旧改地块

“阳光征收”，尊重群众改造意愿，实施两轮

事前征询。

靠改革创新筹措和平衡旧改资金。从

最初尝试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等方式，上海

先后推出采取减免或缓缴土地出让金、税费

优惠、财政补贴、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

土地储备等一系列措施，形成了政府主导、

多方参与的旧改新格局。

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完成后，上海已将“两旧一村”改造作为新的

重大民生工程，全面加快零星二级旧里以下

房屋改造、旧住房成套改造和“城中村”改

造，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面貌，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成片旧区改造：三十年专注一件事
本报记者 田 泓

9 月 17 日，名为“时空之梭”的苏州河游

船航线试航，上海市民乘舟亲水的多年梦想

终于成真。两岸百年沧桑，一路风中穿越。

华东政法大学沿河“一带十点”新景观

和修缮一新的历史建筑对公众开放，百年校

园融入 900 米苏州河滨河空间。

扬子江码头完成改造提升，“世界会客

厅”亮相北外滩，周边以 480 米的浦西第一

高楼为代表的摩天大楼群蓝图已定，未来将

集聚航运金融、高能级商务等核心功能，与

外滩、陆家嘴成为“黄浦江金三角”。

上海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流淌千年、

穿城而过的黄浦江、苏州河记录着这座城市

的发展与变迁，承载着上海城市能级提升和

宜居生活品质打造的重任。把最好的资源

留给人民，上海花大气力把“一江一河”滨水

空间腾退出来、贯通起来。2017 年底，黄浦

江沿岸基本实现从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 45
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开放；2020 年底，苏

州河中心城段 42 公里滨水岸线实现基本贯

通开放。

“一江一河”岸线公共空间持续优化，产

业能级逐步提升，历史文化遗产有效传承，

滨水空间管理更加高效。

杨浦滨江，孩子们踩着滑板车一路前

行，身后掠过一座座由工业遗存改建的咖啡

馆、展示厅。徐汇滨江，龙华机场原址，两栋

被称为“双子塔”的西岸智塔拔地而起，汇聚

众 多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上 下 游 企 业 和 研 究 机

构。普陀“半马苏河”经历了从近代工业热

土到创新宜居乐土的嬗变，沿河居民小区、

文创产业园区与滨水公共空间融合共生。

2021 年底，《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

公共空间条例》通过，为提升滨水公共空间

共享、共治水平提供立法保障。黄浦江滨江

驿站引入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相关企业通过

植入特色功能并负责日常维护，形成环境、

品牌叠加效应。苏州河沿线由相关单位、小

区自发组织“护河队”，把对母亲河的呵护落

实为市民的自发行为。市民游客是公共空

间的享受者，也是公共秩序的守卫者。

如今的黄浦江、苏州河沿岸正在实现三

大转变：在发展形态上，将货运码头密布的

“工业锈带”，向聚焦生态功能修复的城市绿

带、提升城市综合活力的“城市会客厅”转

变；在开发模式上，将从过去外延扩张的“大

拆大建”，向注重提升城市品质和文化内涵

的“上海更新”转变；在战略能级上，滨江地

区将从“上海制造”，向承载全球城市创新核

心功能的“滨水创造”转变。未来的“一江一

河”世界级滨水区将建设彰显城市精神的人

民之江、人民之河。

一江一河：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本报记者 田 泓

近年来，为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上海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

代特征、上海特点的超大城市精细化建设和

管理之路。2017 年，上海率先制定实施《关

于加强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和

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用小而精、小而美的

微改造，让街区焕发活力，让空间适合共享，

让社区更加宜居。

曾经，中环线北虹立交桥下空间长期

处于半封闭状态，还挡住了人们通向苏州

河滨岸的道路。充分听取民意后，长宁区

决定：释放桥下空间，打造洛克体育公园。

原本的空地上，铺装蓝色球场和红色跑道；

灰色桥柱上，“跳上”粉红的火烈鸟、黄色的

猎豹和黑白相间的斑马。长宁区建管委主

任邓大伟说，“政府没花多少钱，百姓获得

感却很足。”

2022 年启动实施的《上海城市管理精

细化提升行动计划》提出，要更好打造充满

活力、魅力的城市新空间，塑造温暖动人的

城市表情，推出一批“道路+”“公园+”“生活

圈 +”工程。高架之下、楼顶天台、地下空

间、公园绿地，越来越多“嵌入式”空间、城市

边角料被盘活利用……“道路 +”“公园 +”

“生活圈+”正不断在街道、公园、社区落地。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精细

化之“细”主要体现为：项目规模小，介入手

段轻，功能日常生活化。从 2018 年开始，上

海推出“美丽家园”“美丽街区”“美丽乡村”

建设，将老旧小区改造从原先的标准化修缮

拓展至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

解决老龄化城市中老人下楼难。2021
年，上海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实现规模化

量产，完成加装电梯 1579 台，通过业主意愿

签约 6073 台，完成加梯数量是此前 10 年加

梯总数的 3 倍。针对市民关注的全生命周

期管理，加强制度供给，出台技术标准、质量

安全监督要点、后续管理意见等指导性文

件。建立共优服务机制，提供加梯手续办理

的“一站服务”，推动解决群众协调难、居民

筹资难。创新推出“修缮+加梯”，将加装电

梯与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有机结合，将零星加

梯项目与旧住房改造有效整合。

与 此 同 时 ，上 海 选 择 全 市 101 个 社 区

“沉睡空间”，鼓励市民参与选取点位、设计

方案。一年来，共吸引 500 多支设计团队和

众多个人参与，176 万人次投票，从 369 份提

交作品中评选出 64 个胜选方案。

嘉定区安亭镇陆巷社区是农民集中居

住社区，60 岁以上居民超过 50%。许多居民

喜欢在宅前门口种菜种花，由于没有统一规

划和步骤，景观面貌不佳。社区在治理中没

有采用“一刀切”的全部铲除管理方式，而是

通过反复征集居民意愿，引导居民规范种

植。从一朵蔷薇花开始，逐渐有了一座花

园、一片格桑花海、一个可食用玫瑰基地、一

条“蔷薇巷”。从乱种植“难点”到美丽家园

“亮点”，离不开对居民意愿的尊重与引领。

城市管理精细化：家门口的蝶变
本报记者 田 泓

2014 年，世界城市日首届全球主场活动在上海启动，

今年又再次回到上海。

世界城市日由“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世博会主

题孕育而来，是联合国设立的首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国际日，

也是首个由中国政府发起，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

持的国际日。8 年来，上海高度重视城市日工作，要求依托

城市日平台，“做出更大影响力，体现更多上海元素和上海

声音”。这期间，上海的城市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不断提升的市民幸福感是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

界城市日总主题的最好诠释。

金秋时节，黄浦江畔的世博浦西园区城市最佳实践区

风景怡人。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由老工业基地改建而

成的展馆，汇聚了全球城市为提高生活质量而进行的各种

创新和示范实践案例。世博会后，上海案例馆、伦敦案例

馆、汉堡案例馆等具有生态价值的世博场馆得到完整保留，

15 公顷的园区，成为周边居民茶余饭后休憩游玩的“家门

口公园”、国内外知名企业汇聚的投资热土。“建筑可阅读，

街区宜漫步，城市有温度”的畅想，已悄然实现。

放眼对岸，浦东后滩区域世博会原址可谓开发的“黄金

地段”，但它却未被用于商业开发。在这里，总规模约 200
万平方米的世博文化公园逐步向公众开放。公园包含世博

花园、申园等七大主题园区，绿地占比超 80%。建成后，它

将成为上海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开放式公园，践行了“把最

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的理念。

近年来，上海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全力打造

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美好家园。上海下大力气推进城

乡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中心城区越江通道

形成“4 桥 15 隧”布局，上海天文馆、上海图书馆东馆、上海

浦东足球场等一大批科技文化体育设施相继建成。同时，

民生领域的改变也呼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年上

海中心城区成片旧改工作提前收官，为这项持续 30 年的民

生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目前，上海正在提速推进“两旧一

村”改造，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黄浦江沿线 45
公里、苏州河两岸 42 公里岸线贯通开放，昔日的“工业锈

带”正在变成“生活秀带”“发展绣带”。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累计完成 2756 台，解决了一批老年人的出行难题；架

空线入地、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等工作让武康大楼等一批老

建筑旧貌换新颜。同时，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着力解

决新市民、青年人的阶段性住房困难，努力让这座城市的奋

斗者住得更加放心、安心和舒心。“道路+”的宜人街区、“生

活圈+”的便捷服务、“公园+”的多彩天地……上海下足绣

花功夫，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网通办”让数据

多跑路，“一网统管”让城市更加智慧，上海城市治理数字化

转型提速增效。

据介绍，上海的探索和实践，是中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

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上海将以更大的决心、

更实的举措，全力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谱写新时

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着力创造更美好的城市、更幸福的生活。

据悉，在本次世界城市日期间，上海的探索和实践也以

案例和专栏的形式被收录到了 2022 年版《上海手册》中。

同时，活动期间还推出了“新时代上海‘人民城市’建设的探

索与实践”丛书的两本书《绿水青山的城市实践—绿色建筑

卷》与《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 再难也要想办法解

决—旧区改造卷》，全面反映上海 30 年旧区改造历程和城

市绿色建设的实践成果。此外，作为世界城市日的新成果，

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已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

由联合国人居署正式宣布设立。该奖项是以城市可持续发

展为主题，旨在表彰世界范围内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突

出进展的优秀城市。明年，首届“上海奖”将揭开面纱。“上

海奖”的设立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更好落实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球发展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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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2 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二届城

市可持续发展全球大会开幕式现场。

任玉明摄（人民视觉）

图②：历经 70 年，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经

过改造，焕然一新。图为曹杨新村内道路建筑。

本报记者 巨云鹏摄

图③：上海外滩金融中心枫泾路周末步行街景色。

王 初摄（人民视觉）

图④：市民在杨浦滨江单车骑行道上骑行健身。

王 初摄（人民视觉）

图⑤：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俯瞰。

王 莹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