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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 ! ! !将黄浦江沿岸地区建设成全球城市发展能
级的集中展示区、将苏州河沿岸地区建设成特
大城市宜居生活的典型示范区……近日，《迈向
世界级滨水区———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地区建
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组织开展了公示
工作。黄浦江、苏州河（以下简称%一江一河&）是
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代表性空间和标
志性载体。在《规划》!个月的公示期间，申城市
民积极建言献策 "###多条，聚焦岸线生态、便
利过河、水上功能等三大热点。

生态 增添上海城市“绿肺”

《规划》公示期间，很多市民通过信件、网络
留言、电话等方式提出自己的建议或设想。市规
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道，苏州河贯通后，两岸的
公共空间将成为附近居民的“后花园”。为此，苏
州河岸线的生态规划受到很多市民的关注。
“苏州河部分区段的河边绿地比较狭窄，沿

线的单位、工厂是否能退让出一些空间？”市民
张英建议道，这些退让出的空地可以规划成绿
地，将苏州河岸线的绿地建成城市“绿肺”。
居住在苏堤春晓名苑的市民王华女士建议

道，现在，苏州河沿线的绿地多以低矮的植物为
主，品种比较单一。未来，公共空间可以多种植
一些乔木和五颜六色的花卉。
同时，部分市民非常关注苏州河水域的生

态，希望能持续提升苏州河的水质。

联通“缝合”两岸公共空间

两岸联通也是市民关注的热点之一，在考
虑交通功能外，要考虑实施性，以更有助于“缝
合”两岸公共空间，让更多市民共享苏州河沿岸
的公共空间。
“建议在白玉路附近建一座过河桥，方便曹

家渡地区人员出行。”市民王兴留言道，现在，部
分市民因为没有过河桥，不得不绕行数百米通
过曹杨路桥过河。同时，有关部门是否可以对曹
杨路桥进行改造，比如说，加装电梯或自动扶
梯，方便行动不便的市民出行。市民张红女士表
示，她经常骑自行车出门，需要通过强家角桥，
上下桥都要搬起自行车，非常不方便。目前，苏
州河上有多座桥梁，要么是引桥太长，要么是桥
身太高，给市民过桥带来诸多不便。她建议，规
划还要关注桥梁通行的便捷性，比如增加一些
无障碍设施，或新建桥梁适当降低桥身的高度。

戏水 串联沿线文化地标

文化旅游功能也成为市民关心的一大热
点。市民珍妮建议道，苏州河沿岸空间贯通后，
可以设立游船航线并在两岸增设一些游船码
头，将“乘船游苏州河”打造成一道新的风景线。
同时，苏州河两岸有很多优秀历史建筑，可以通
过游船的形式，将这些文化地标串联起来。
“曼谷的水上巴士做得非常好，有一些优点

值得学习。”市民孙先生建议到，苏州河部分区
段是否可以开设水上巴士，适当减缓沿岸道路
交通拥堵的压力，让沿岸居民出行多一些选择。
此外，还有部分市民对两岸的服务设施提

出一些建议，比如说，增加饮水设施、公共厕所，
对人性步道做防滑处理等。

据悉，很多市民的建议和设想在《规划》中
有涉及。后续苏州河沿岸各个区将进一步研究
实施方案。根据规划，今后，苏州河沿岸地区将
凸显“河窄、湾紧、桥多、楼密、路近”特色，塑造
独特经典的滨水画面；苏州河沿岸将成为更加
开放的滨水空间，结合贯通步道增加公共空间，
并有望新增 $处旅游码头；苏州河将对全流域
进行水体治理，打造更加绿色的生态环境。

打造更加开放的滨水空间 塑造独特经典的滨水画面

本报记者
杨玉红

! ! ! !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曾经给上海
的发展带来繁荣，也曾因河水黑臭受到市民
的诟病。如今，随着《迈向世界级滨水区———
黄浦江、苏州河沿岸地区建设规划》的公示，
苏州河将成为上海发展的一大新亮点。日
前，本报记者专访了第一位提出在苏州河边
规划绿地、苏州河黄浦区样板段设计总负责
人邢同和，记录关于苏州河的“成长”经历。

不解之缘
走进邢同和的办公室，一张醒目的照片

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张拍摄于 "#!%年 !#

月 !"日的照片，邢同和站在金茂 &&层挑战
“云中漫步”，和自己参与同美国 '()合作
设计的作品———金茂大厦的合影。从事规划
**年，邢同和参与设计的作品不仅有金茂
大厦、上海博物馆、外滩等，还第一个提出苏
州河两岸公共空间贯通，并在上世纪 +#年
代初负责规划了苏州河黄浦区样板段。
在上海出生、成长的邢同和对苏州河有

一种特殊的情感。“我出生在浦东新区的三
林塘，童年时期，跟着家人搬到苏州河河南
路桥北岸的石库门房子居住……”提起苏州
河，邢同和不由自主地回忆起童年的生活，
小时候在河南路桥堍的天妃宫小学读书，每
天要穿越河南路桥，在苏州河边玩耍，曾有
过很多梦；读大学时，他经常在苏州河边写
生，坐在苏州河的南岸，面对上海大厦、邮政
博物馆等优秀历史建筑写生；工作后，他的
工作单位就在外滩三号，每天上下班都经过
黄浦江、苏州河边……如今，邢同和依然住
在苏州河畔的半岛花园小区，每天从 !+楼
的阳台眺望苏州河两岸的风景。

“过去 $#多年，自己的生活、事业都离
不开苏州河，能为苏州河的规划出力是圆了
童年的梦想。”邢同和笑道，他见证了苏州河
水从清澈见底到被严重污染再变得清澈，上
海市民经历了从讨厌苏州河、逃离苏州河
边，到喜欢苏州河，又重新回到苏州河边生
活的变化，也是上海发展历史的简述。

设计样板
很长时光，苏州河总是天朗气清，在河

畔散步是两岸居民的一大享受。上海开埠
后，英国划船俱乐部常在苏州河上举办赛艇
比赛；!+!!年建造闸北自来水厂时，英国工
程师专门从苏州河 !!个取水口取出水样化
验，结论是苏州河的水质比泰晤士河要干
净；进入 "#世纪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迅
猛，苏州河上船行如织，苏州河畔烟囱林立，
机器隆隆……苏州河开始污染了。上世纪
*#年代末，苏州河的“黑缎带”整天在游来
荡去。%#年代，走过苏州河，那一股股气味
令人作呕，河边的居民打开窗户，只要刮东
南风，家里就充满异味臭味。
“全世界所有的城市，对河道的整治都

放到了重要的位置，纽约、伦敦、巴黎都是如
此。”回忆起苏州河样板段的规划设计，邢同
和滔滔不绝，在上世纪 +#年代初，他负责设
计苏州河黄浦区样板段的设计规划，东接黄
浦公园，西至河南路桥。经过实地调查研究，
他确定把苏州河样板段建设成为以休憩、观
光活动为主的休闲性绿带。这一区域结合原
有的景观语言和历史元素，赋予不同特色，
以高低错落的步行系统相连，使样板段的城
市景观自成一体，又为邻近地段的苏州河景
观建设设定好起点。
邢同和表示，苏州河边的三种资源可继

续开发。第一是水资源，可形成周边很优美
的城市环境。第二种是建筑文化资源，苏州
河两岸各类建筑是非常丰富的，如上海大

厦、邮政博物馆、河滨大厦、造币厂、四行仓
库、华东政法大学等。同时，苏州河上的桥梁
文化也可以充分利用，特别是西藏路以东的
几座桥更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像钢结构的
外白渡桥、浙江路桥分别建于 !+#$年、!+#&
年，是简支梁桁架式钢结构桥，这是当时非
常先进的造桥技术。第三是人文资源，上海
城市发展的历史总是和水系连在一起的。百
年来，这里有许多人文历史资源可挖掘，需
要进行个性化研究。

!留白"艺术
傍晚时分，在黄浦区中山东一路外白渡

桥附近眺望浦江两岸，陆家嘴群楼和外滩建
筑华灯初上，黄昏中天色湛蓝，申城夜色清
丽，城市风景分外优美。

外白渡桥上、圆明园路旁，随处可见正
在拍摄婚纱照的新人。如今，苏州河黄浦区
段的公共绿地已经成为市民休闲散步、游客
欣赏上海夜景的好去处。
采访邢同和时，“留白”是听到最频繁的

词汇之一。邢同和规划样板段时，由乍浦路
桥至四川路桥的休憩广场，预留设置“苏州
河变清”纪念雕塑。地下已经打好三根桩，一
直没有建造。提起这件事，邢同和没有一丝
遗憾，在上海，尤其是苏州河、黄浦江两岸的
公共空间，很多稀缺资源不可再生。部分区
段的更新条件不成熟，就是要“留白”。

对苏州河两岸未来的发展，邢同和表
示，苏州河不仅仅留出连贯的河畔绿带，还
应该让这条横穿上海市区的天然水脉———
曲曲弯弯的苏州河能多开辟、多增加打通和
渗透南北间的绿色通道和成片环境空间，成
为上海市区点、线、面结合的美丽绿色打底。

邢同和表示，有传统文脉的城市才有灵
魂，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才有底蕴，有追求的城
市才有理想，有对话交流的城市才有未来。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懂得“留白”
才能和未来对话

访苏州河黄浦区样板段设计总负责人邢同和

! 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段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金点子”勾勒大美苏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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