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上海杨浦区
邀请12名来自同济
大学规划、建筑、景
观专业的专家一一
对接辖域内12个街
镇，让以前“指点江
山”的规划师们，走
进弄堂深处发挥专
业能力。未来3年，
这些规划师将扎根
各自负责的本土社
区，全过程指导公共
空间微更新、“里子
工程”、睦邻家园等
社区更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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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广角

你说我说

城市看台

□ 李治国

上海持续探索如何“像绣

花一样精细”地提升城市管理

能级。不久前，上海杨浦区首

创社区规划师制度，邀请12名

来自同济大学规划、建筑、景观

专业的专家一一对接辖域内12

个街镇，让以前“指点江山”的

规划师们，走进弄堂深处发挥

专业能力。未来3年，这些规

划师将扎根各自负责的本土社

区，全过程指导公共空间微更

新、“里子工程”、睦邻家园等社

区更新项目。

规划师带来新变化

杨浦区翔殷路491弄住宅

小区建于1993年，居民以老人、

儿童居多。小区内有两处集中

绿地，中央绿地设有凉亭和健

身设施，居民使用频率较高；北

侧的集中绿地规模较小，乔木

众多，日照较少，使用率很低。

小区内的健身设施也多是供成

人使用的“大尺寸”器械，孩子缺

少活动场所。不少居民提出，希

望将北侧绿地改造成供儿童娱

乐的户外亲子活动空间。

2017年3月，杨浦区规土

局将翔殷路491弄绿地改造项

目推荐为“行走上海——社区

空间微更新计划”的2017年度

试点项目，设计师潘彦芹团队

设计的“大象亲子乐园”方案最

终入选。经过近一年建设，一

个充满科学性和趣味性的“大

象亲子乐园”终于面世。

潘彦芹表示：“做社区项目

和以往做开发商项目不同，要

满足居民的多元诉求，让活动

场成为孩子们游戏互动的场

所，同时大人们也可以在这里

交流休憩。”

除了社区改造，社区规划师

可做的事很多，他们要定期与所

结对的街镇沟通，对几类空间进

行摸排和分析，包括亟待改善的

老旧社区、具有提升优化潜力的

社区公共空间、街角街边公共空

间、社区慢行系统等。杨浦区希

望社区规划师重点针对居民的

急、难、愁问题开展社区更新活

动，并结合居委会及居民诉求来

设计方案。

杨浦区委书记李跃旗表

示，推进社区规划师制度，是杨

浦区着眼国务院批复《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7- 2035

年）》，在社区层面的一次探

索。他说：“上海创新社会治

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持续推进，

以及社区规划、建设和管理职

能的下沉，都对街镇发挥好相关

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

借助社区规划师制度建立的机

遇，学会与专业力量合作，在一

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提高社

区公共空间微更新、‘里子工程’

和睦邻家园的建设水平。”

让居民参与进来

社区改造要让居民享受改

造成果，最终目的是让居民满

意。这也要求规划师走出“象

牙塔”，主动了解社区的情况和

居民的诉求，把高大上的设计

图真正变成居民们乐于接受的

实景实物。

上海市中心城区老旧小区

还有不少，其公共空间往往因

年久失修失去承载社区公共活

动的能力。城市改造不能只着

眼于大拆大建，细节的微更新

更能让老小区提升品质，体现

城市管理的精细化。

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徐磊青

说，社区规划师所面对的空间

通常很小，但那些空间连接的

人很具体，改造一张椅子、一个

亭子，所能服务的周边人群很

小。但如果规划设计足够好，

能把辐射范围内的人吸引到这

里活动，就是在创造连接。

潘彦芹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在“大象亲子乐园”的改造

中，设计师团队也参与到施工

过程中，居民们纷纷跑来帮忙，

大家都说“这个活动场设计得

这么好，我们一定好好珍惜”。

社区微更新项目充分调动起居

民的积极性，让大家共同参与

到社区营造中。

据了解，同济大学有不少

设计师团队一直在深耕社区，

为社区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同济大学景观设计学教授刘

悦来和他的团队，多年来在上

海9个区完成了29个城市微更

新项目，其中大部分都在杨浦

区。刘悦来表示，设计不仅仅是

完成物质空间的布置，而是如一

颗激起千层浪的“石子”，激发各

方力量参与到社区营造中来。

在成为社区规划师后，他表示

将继续深耕社区，延续城市规

划师为城市居民服务的使命。

形成社区设计模式

如何让社区规划师不是一

阵风？如何让社区与规划师结

合更紧密？这是杨浦区和各个

签约规划师共同思考的问题。

徐磊青说，在经济和社会

主体日益多元的今天，公众的

自我意识与维权意识逐渐增

强，公众参与城市决策与规划

的热情愈发高涨。一个好的社

区规划应该将“自上而下”与

“自下而上”两种模式紧密结

合，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社

区规划可持续发展。作为政府

和居民的“中间人”，社区规划

师应以自身的工作带动社区自

治、共治能力的培育。

根据杨浦社区规划师的制

度安排，社区规划师受聘后，将

定期与所结对的街道（镇）进行

沟通，指导街道（镇）对辖区内

亟待改善的老旧社区、具有提

升优化潜力的小区内部公共空

间、街角街边公共空间、慢行系

统等进行全面摸排和分析，并

结合居委会及居民诉求，共同

选取可实施的社区更新项目。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的王红军说，从专业角度

来看，城市规划师和社区生活

有着紧密的联系。“建筑学专业

的出发点就是研究人与空间的

关系。让城市规划师回到社区

中，通过专业的介入让社区生

活重新焕发活力，这是挑战，也

是规划师们努力的方向。”

“过去是带学生做项目，未

来是带居民做微更新。”徐磊青

认为，社区更新着眼于公共空

间的提升，最终将达到居住环

境、就业环境、经商环境、文化

环境的全面提升。

□ 鲁博林 李晓东

行走在四川省成都市环城

生态区天鹅湖段的绿道上，若

非远处的环城高速从树影穿

过，你会以为自己正置身于美

丽的田园风光之中。

这是成都市正在建设的锦

城绿道的一部分，归属于一个

更加宏大的工程——覆盖成都

全域的天府绿道。不久前，这

一成都史上最大规模的铺绿

行动悄然启动，2017年底初见

雏形。

“这是一条为城市带来宜

居生活的生态大道，将具有统筹

生态保障、慢行交通、休闲游览、

城乡统筹、文化创意、体育运动、

农业景观等多重功能。”成都天

府绿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

部副经理谢富贵告诉《光明日

报》记者。

打造绿色经济新增长点

据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工作人员介绍，未来，成都全域

将形成“一轴两山三环七道”的

区域级绿道 1920 公里，以及

5000 公里以上城区级绿道、

1万公里以上社区级绿道。

其中，“一轴”指沿锦江穿

城而过、总长200公里的锦江绿

道。“两山”指西侧的龙门山森

林绿道和东侧的龙泉山森林绿

道。“三环”分别指沿三环路、环

城生态带、第二绕城高速的熊

猫绿道、锦城绿道和田园绿道，

总长约600公里。

成都市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管委会规划建设部临时负责

人饶小明说，龙泉山森林绿道

将是天府绿道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以20年为周期，这里将建成

总长约800公里，综合生态康

养、文化旅游、户外竞技等产业

的特色生态功能圈，成为成都

绿色经济的新增长点。

建设生态宜居绿色动脉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底，成都市管理的人口已达

2030万，经济结构和环形交通

组织方式带来交通拥堵、产业

同质化竞争、空间资源配置不

合理、人口密度不均等一系列

城市病。天府绿道的出现，正

是解决城市空间结构问题、打

造宜居环境的一把“金钥匙”。

“以锦城绿道为例，建成

后，可增加全市人均绿地面积

10平方米，并形成133平方公

里生态公园、20平方公里生态

水系、24平方公里城市森林。”

对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

计师刘嘉文来说，这远不止是

一条路那么简单：它如无数绵

延的“毛细血管”，将整个都市

的河流、社区、公园、文化中心

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更具生命

力的城市绿色大动脉。

以天府文化构建景观

在绿道工程行经的白鹭湾

湿地中，一条空中绿道越过高

空，骑行道与步道相映成趣，这

既是对湿地原有生态的保护，

也散发着“一行白鹭上青天”

的古诗韵致。全长 16,920 公

里的天府绿道，不只是青山

绿水的天然绿肺，也将成为承

载传播当地独具特色的万里

画廊。

徜徉在熊猫绿道样板段，

代表着四川也是国家瑰宝的熊

猫形象随处可见：茂密的竹林、

熊猫脚印地砖、熊猫雕塑……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三环的锦

城绿道还将北宋画家李公麟的

名作《蜀川胜概图》的画意和地

名融入景观之中，古今相交映，

如在画中游。

除此之外，各段绿道规划

的匠心也无不体现着文化底

色。在桂溪生态公园，有一条

白天吸光、晚上发光的独特荧

光绿道；玉石湿地里，绿道在农

家田园中蜿蜒伸展；香雪樱花

园里，重现宋代成都东门外的

墨池景观……

“我们预期建成16个特色

小镇形态的一级驿站、30个特

色园区形态的二级驿站、170个

林盘院落形态的三级驿站和亭

楼小品形态的四级驿站，将传

统之美与现代之便相融合。”谢

富贵说，锦城绿道计划在2019

年底全面建成，届时还将融入

各类文化设施，创造10万个以

上就业岗位，极大丰富居民的

精神生活。

□ 陈 娟

你有多久没看过满天繁星

了？霓虹闪烁、灯火辉煌的夜

景，似乎已成为城市的标配。

随之带来的，除了逐渐消失的

星光，因过度照明引发的光污

染，成为不容忽视的环境问

题。日前，杭州市政府公布《杭

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办法》，明确

提出除在城市道路、广场公园、

西湖景区等特定区域设置功能

照明设施外，还应划定城市黑

天空保护区。比如，在西湖西

部群山地区，必须无条件禁止

亮灯，以避免该地区受到光污

染的影响，“让城市也有看星星

的地方”。

设置黑天空保护区以减少

光污染的影响，不仅能“让城市

也有看星星的地方”，对于保护

动植物自然栖息地等特定区域

的生物多样性也有着重要意

义。因为，光污染不仅会对人

类产生干扰、造成能源上的浪

费，还会扰乱一些动植物的生

存环境，破坏生态系统的平

衡。比如，光污染就会影响鸟

类对栖息地的选择。

出台规定以减少特定区域

的光污染，杭州的做法值得肯

定。该规定明确，编制城市照

明专项规划，应当结合城市自

然环境、人文景观，按照城市总

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功能分区，

对不同区域的照明效果提出要

求，并划定城市黑天空保护

区。在城市照明专项规划划定

的城市黑天空保护区内，不得

设置景观照明设施，设置的功

能照明设施不得有上射光线。

除了杭州，此前在西藏阿

里等地也有一些类似探索，建

立了相关的保护区域。尽管名

称不同、形式不一，但选择的都

是自然生态条件较好、动植物

多样性丰富的地区，也对减少

光污染对这些地区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实，要治理光污染，除了

设置特定的保护区域，转变人

们的意识、倡导科学用光更是

关键所在。这其中就包括对城

市照明的正确认识。比如，对

照明的时间、地段和形式进行

科学合理的规划，减少一些对

亮化、美化的过度追求，在城市

照明设置中遵循绿色环保、关

注自然的原则等，从而减少光

污染。2016年，我国香港就推

出《户外灯光约章》，要求户外

灯光装置的拥有人和负责人承

诺在预定时间关掉装饰、宣传

或广告灯光装置，值得借鉴。

由于认识到光污染的危

害，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已经

开始探索光污染的治理，一些地

区还出台了相关规定。然而，由

于目前相关法律还比较滞后，

“受到光污染后该找谁解决”“如

何处罚光污染制造者”等核心

问题还没有明确规定，治理效

果也就十分有限。因此，要治

理光污染，特别是动植物自然

栖息地等特定地区的光污染，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非常必要。

繁星点点的夜空，展现着

绝妙的自然之美。减少光污

染、找回消失的那片星空，需要

所有人的努力。

本报讯 打造“历史之城”

“当代之城”“未来之城”……在

前不久召开的武汉两会上，推

进“三城”建设成为关注焦点。

在今年的武汉市政府工作

报告中，武汉市市长万勇提出，

要以“长江文明之心”、长江主

轴、长江新城（新区）为重点，优

化空间结构，重构城市格局，

增强城市未来发展竞争力，让

武汉成为世界亮点城市，以

“三城”建设勾勒出武汉未来

发展蓝图。

根据规划，“历史之城”将

以长江、汉江交汇的南岸嘴为

圆心，强化武昌古城、汉口历史

文化风貌街区、汉阳知音文化

艺术区旅游功能，打造“长江文

明之心”，并以此建设世界级历

史人文聚集展示区。“当代之

城”以穿城而过的长江为主轴，

打造一批高档商务功能区和特

色商务街区，形成现代都市风

情体验区。“未来之城”则以“城

市水库”为理念，将长江新城建

成蓝绿交织、人水和谐的“现代

威尼斯”。

“武汉规划‘三城’建设有

底气、有实力，且抓住了城市

核心优势，操作性强。”武汉大

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尚重生认为，城市规划是一个

城市未来发展的灵魂，“三城”

概念的提出为过去武汉“三镇”

的空间格局赋予了新内涵，有

助于促进当地经济、社会、人

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张 芹 徐金波)

本报讯 贵阳市将用城

市“三变”模式，即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市民变股东

“解锁”老城旧改。对于参与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的市民来

说，除了传统赔付模式，还有

了新的选择，就是将赔偿款

或原有的房屋土地入股到新

建设的经营主体中，参与收益

分红。

根据《贵阳市加快城市

“三变”改革推进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实施方案（试行）》，参

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的市民

将按股权享有合法收益。资

源变资产，政府鼓励拆迁户将

房屋、土地等资产进行价值评

估后全部或部分入股；资金变

股金，对选择货币补偿的拆迁

户，按自愿原则可将全部或部

分货币补偿资金以入股市民

经济合作组织的方式投资经

营主体；市民变股东，拆迁户

可自愿将拥有的资源、资金、

知识产权等，通过与社区经济

组织等以合同或协议方式投

资入股经营主体。此外，还将

建立市民入股退出机制，对需

要退股的市民，可依法退股。

按照贵阳市规划，从今年

起到2020年将实施2231万平

方米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涉及

15.54万户。贵阳市云岩区、

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

区、观山湖区和轻轨沿线作为

全市棚户区城中村“三变”改

革重点区域，先期开展试点示

范，其他区（市、县）同步推进，

在试点基础上将全面推开。

（李黔渝）

全域打造天府绿道 青山绿水拥抱蓉城

规划师走进弄堂“更新”城市
上海杨浦区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找回消失的那片星空

武汉：“三城”建设重构城市格局

贵阳：“三变”模式“解锁”老城旧改

中华巴洛克街区
“冰装”迎客
近日，冰城哈尔滨市的著名

景区——中华巴洛克街区修建

完成了多处冰雕，老街添新景，

“冰装”迎接八方来客。图为中

华巴洛克街区街景。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未来，成都全域将形成“一轴两山三环七道”的区域级绿道1920公里、

城区级绿道5000公里以上、社区级绿道1万公里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