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五年，上海争取日进一尺
市人大代表畅议城市更新!!!

! ! ! !从千年前东海之滨小渔村，到七百年前江
南水乡新县城；从!"#$年正式开埠，到 %&&'

年浦东开发，城市更新伴随上海发展全过程。
如今，在市人大审议的“十三五”规划纲

要草案中，城市更新的内涵更加明晰：优化城
市功能、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城市品质、改善
城市环境等各类建设活动。

足见，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拆
旧建新，而是成长式、精细化发展，以强化功
能、品质和活力为导向，着力提高城市宜居性
和市民幸福感。

旧区改造不止一种模式
“!'"万平方米成片二级以下旧里，"($万

户居民还在使用马桶，这样的中心城区现状，
与上海现代化品质还有很大差距。”来自黄浦
团的陆进兵代表感叹，老城区改造既是城市
更新，又关乎民生改善。确实，“提升主城区发
展能级”已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完
成黄浦、虹口、杨浦等中心城区 )*'万平方米
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

在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代表看来，城市
更新是多元化的，旧区改造也不仅有一种模
式，例如新天地、田子坊、步高里等就提供多

个样本：“我们现在到这些地方，不会觉得它
们与现代化城市格格不入，但改造过程都不
是大规模的推倒重来。”

陆进兵感受相同，对于不具备成片拆除
条件的区域，他建议创新旧改模式，采取“修”
和“改”模式，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建设，
例如提供公共厨房、卫生和文化中心等设施，
利用现有资源完善旧区功能，提供生活便利。

城市品质包含历史文化
“城市品质不仅有物理环境，还有精神层

面，因此任何改造都需要思考，有没有历史文
化价值、城市功能价值、居民感情价值？这就
是为什么很多专家提出希望保留石库门建
筑。”伍江认为，传承历史与文化是城市更新
的重要因素和内涵。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要将历史

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相结合，加大对历史文
化风貌区、优秀历史建筑、近现代革命文化遗
址、工业文化遗存、名人故居、重要历史遗迹
等保护力度，挖掘其历史、艺术和文化价值。
“城市更新应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区域协

调发展，不以地块就地资金平衡为前提。”市
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庄少勤代表强
调，以“西宫”改建为例，始建于 %&+&年的普
陀区沪西工人文化宫，空间品质不高缺少活

力，通过与周边地块统筹重新定位和规划，协
调多方利益，既有效传承历史文脉，又增强市
级公共设施的服务功能，提升了整个区域的
价值品质。

工业用地有待二次开发
如果说大量旧区是基于生活所迫，非改

不可，那么工业用地的二次开发，则为城市更
新发展释放存量空间。

目前，上海建设用地总量已过 $'''平方
公里，而到 )')'年要控制在 $%"+平方公里，
未来增量极为有限，面临“零增长”甚至“负增
长”。对此，市人大代表曹宇提交“城市更
新———关于工业用地再开发”的建议，提出上
海作为老工业基地，工业用地占到建设用地
的 ),-，城市转型发展后出现土地存量，成为
开拓新空间的潜能。

曹宇认为，工业土地的二次开发，规划不
应再是单一的功能性转型，可向土地复合、功
能多元、建筑多样的“社区型”转变，通过工业
用地的二次开发，释放城市空间，提高使用效
率，例如打造功能混合的多元社区型综合体，
尤其应将公共性纳入考虑范围，满足人们生
活、休闲、交流的需求。“去年，上海城市空间
艺术季的主题就是‘城市更新’，华鑫园区推
出‘社区与技术’案例展，注重公共属性和功

能提升，实现城市更新的内涵。”

城市更新是永恒的主题
“工业用地的二次开发，有一个前提，两

个注意事项，前提是必须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价值较高的区域，改造一是适当保留记忆，不
能当成白纸一张拆除了造高楼，二是尽可能
用于提升功能品质，尤其是公共文化服务。”
伍江代表强调。

在城市更新中融入文化元素，建设中留
出公共空间，徐汇滨江就是一个样本。

上海西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忠辉坦
言，徐汇滨江改造时考虑到众多具有历史文
化价值的工业遗存，如何让这些记忆在后工
业时代获得重生？最终将典型代表纳入上海
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录，原样保留码头 *

万平方米，历史建筑物 $$处，铁轨 )(+公里，
枕木 %)''根，塔吊 *台，延续城市文脉。此
外，徐汇滨江还“活化”老厂房，将废弃地改建
为美术馆、画廊等公共艺术中心。“城市更新
不在于重建，而是从人文角度挖掘内涵。”

不过，像徐汇滨江这样大规模改造毕竟
少数，伍江代表强调，城市更新是永恒的主
题，他用“修补型再开发”来形容，应是零星
的、日常的、不断的变化，而不是一次性、大规
模的改造，每一天城市都有点滴改进和更新。

本报记者 范洁

! ! ! ! !“上海有大量老公房，多层住房加装电梯
能不能加大推进力度？”在本次人代会上，多位
代表对老龄化社会的这一热点问题大声疾呼。
事实上，加装电梯，对老旧住宅进行功能改造，
可以使老房子焕发青春，延长使用寿命，使其变
得更宜居，也是“城市更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报报道引起代表共鸣
“新民晚报去年报道了童双春、李青等老艺
术家住在老式房子里，因年老体衰，走不动楼
梯而生活艰难。之后，新民晚报还刊登了连续
报道，也介绍了一些小区成功加装电梯的案
例。我很有共鸣。”市人大代表陈峻说。陈峻是
闵行七宝选区的代表，在参加市人代会之前，
他到选区召开了座谈会，居委干部以及老年居
民就此反映了强烈的愿望。他说，现在，高龄老
人、独居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例不断
增加，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呼声日益高涨。来
自浦东新区的徐红代表也表示：“不少居民对
于此项民生工程的落地翘首以盼了十多年！”

近年来，多层住房加装电梯这件原本“不
可能的事”，在上海已经有所进展，宝山、静安、
普陀、长宁等区都有成功案例，而正在申请、实
施中的还有十多栋楼。

将加装电梯列入!十三五"

事实上，上海市人大、政府对多层住宅加
装电梯这件事非常重视，给予大力支持。上海
市房管局、规土局等部门先后制订了关于既有
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指导意见和管理意见。市
财政局则推出了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政府财政
补贴政策：政府按照施工金额的 *'-予以补
贴，最高不超过 )*万元.台。
“近年来，尽管社会各界多次呼吁加快推

进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但由于居民意见难
以统一、业委会不健全、后续保养经费难以统
筹等因素，这项工作虽然在个别小区已经实
施，但仍没有在面上铺开。”徐红说。
对此，陈峻和徐红都提交了关于推进这项

工作的书面意见。陈峻说，应当将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列入本市“十三五规划”的民生工

程，同时也列入本市旧区改造的规划，今后在
旧区改造中，有条件的多层住宅小区应该把加
装电梯列入改造计划中。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是
一个庞大的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必须由政府牵头，才能将这项功德无量的工程
做好做实。
徐红在《关于明确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政策

导向的建议》中提出，政府层面应指导、引导居
民积极开展协商自治、自主申请，特别是要加
强几个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加强技术方面的支
持，明确由某个部门牵头，负责对房屋加装电
梯的可行性分析论证，以免居民群众“白忙
活”；加强流程方面的指导，明确由某个部门牵
头，制定申请流程，指导居民按流程申请、提交
材料，纳入各级办事服务窗口的咨询服务范
围；加强协调方面的引导，争取社区居民的支
持和理解，营造社区事务自治的良好氛围。

街道社区应发挥更大作用
曾连续多年递交 %$份书面意见、推动加装

电梯系列政策出台的“电梯代表”曹兆麟，昨天
也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说，此次即将表决通过
的《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第 +)条第三
款规定：本市支持居民开展既有居住建筑适老
性改造，方便老年人生活和出行。“多层住房加
装电梯又有了新的法规支持啦！”她高兴地说。
曹兆麟说，要推进这项工作，街道、社区可

以发挥更大作用。现在有的街道怕花钱，怕麻
烦。首先要搞清楚，多层住房装电梯主要是业
主自己出钱，政府财政给予补贴，不需要街道
花钱。而街道、居委可以做的事很多，也有做基
层，做居民工作的经验。他们可以发动楼内居
民开展协商，征询小区业主意见，还有帮助与
政府部门协调联系。前年“一号课题”落地后，
街道不搞招商引资了，可以腾出精力来为群众
服务，解决百姓的“急难愁”。现在，群众最需要
的是什么？老房装电梯就是老龄化社会一大民
生难题。听说有一个镇要推出“电梯办”，专门
受理、协调居民老房子装电梯的事，这就很好。
对于这种百姓“三最”需求，需要区有关部门和
街道迎难而上，帮助办好。 首席记者 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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