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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风华绝代海

　　至去年底，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公共空间全面贯通。浦江两岸公共空间的互联互融，
不仅能够让市民朋友一览秀色、一展豪情，更重要的，是世纪工程或就此改变人们的
生活方式。

里始终坚持先收储后开发、先配套后项目、先商办后住宅，以“不

变应万变”，既享受了最大化土地收益，又确保了园区全面转型。

2007 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来到长风视察。他把长

风生态商务区欣然看作是普陀区当时大力改造旧区，加强基础

设施和环境建设的一个亮点，对长风生态商务区建设的初步成

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他明确提出普陀区要着力发展“水

岸经济”，重点开发长风生态商务区，对长风生态商务区的未

来也寄予了期望。

如今，经过 15 年的“城市更新”，这里已转变成“水、绿、

建筑”完美组合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实现了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被誉为“上海老工业区成功转型

的典范”。

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唯一以“生态”命名的商务区，通过

新建公共绿地、开发地块配建绿地和原有绿地保护，园区绿化

覆盖率近50%，形成了“两园两带”的区域绿轴绿网系统。2014年，

长风生态商务区获得由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中国人

居环境范例奖”。

吴超告诉记者，园区规划建设中还充分考虑了沿苏州河历

史文化遗存丰富这一特色，在处理城市更新中“旧”与“新”

的关系时，将历史文脉继续传承，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现代与

传统文明兼容并蓄，生态与文化有机融合，打造建筑可阅读、

街区可漫步、充满活力的商务区。将长风地区建设成为上海地

区功能配套最为齐全的亲子文化中心，以及辐射长三角乃至内

地的微度假区。我们以上海市少儿图书馆新馆落户长风为契机，

充分发挥新馆在少儿阅读启蒙、少儿阅读发展研究等领域的服

务引领作用，整合区域内长风公园、苏州河滨河绿地、大悦城、

长风海洋世界、乐高探索中心、成龙电影艺术馆、苏宁艺术馆、

上海儿童医院以及即将迁入园区的普陀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

华师大基础教育等资源，发挥集聚效应，建设面向全市的儿童

活动中心。探寻各方合作，共同策划研究滨河绿地少儿活动规

划方案，构建少儿活动资源服务联动机制，以亲子旅游为主题，

充分发挥长风地区亲子游乐场馆和博物场馆人气集聚效应，设

计推出不同形式满足不同需求的亲子文化游览线路。通过资源

溢出，推动华师大教育文化品牌建设，引入优质企业，大力发

展教育产业。

去年，根据普陀区委、区政府的总体部署，推动长风和长

征地区一体化联动发展，长风生态商务区在“东扩、西进、北拓”

后，升级更名为“上海科技金融产业集聚区”，总面积达 13.4

平方公里。

“相信不远的将来，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一个产业高端、

功能完善、品质卓越、充满活力的中央活动区将会呈现在人们

面前。”吴超信心满满地表示。

江风拂面，风景这边独好

而黄浦江两岸沿线的变迁，更是一部浓缩的上海近代编年史。

大概是在七年前，一位纪录片导演找到了市作协副主席，

著名诗人、散文家赵丽宏，说他正在拍摄一部大型纪录片，片

名就是《黄浦江》，希望赵丽宏担任纪录片的文学顾问。

“他告诉我，拍这部片子，就是要向世界展现黄浦江畔出

现的新景象，曾经封闭的黄浦江沿岸，已经差不多全部开放，

成为向公众开放的绿化地带和亲水平台。”赵丽宏回忆道，那

位导演当时开着车，带他去看了北外滩、徐汇滨江、十六铺水

岸等，“我下车走到黄浦江边，这里原来是厂房和仓库密集、

烟囱和塔吊林立，而现在，却成了可供人随意走动的滨江花园。

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像天方夜谭，而上海差不多完成了这个奇

迹一样的工程。”

在赵丽宏看来，改革开放 40 年，上海发生的那些巨大深刻

的变化，都以极不寻常的姿态反映在了黄浦江畔。

从本世纪初起，围绕公共空间建设命题，黄浦江两岸综合

开发徐徐拉开帷幕。十几载光阴的谋篇布局、升级改造，生产

岸线逐步置换为生活岸线，滨江沿线从封闭走向开放。

2016 年的夏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站在黄浦江岸，体

会着江风拂面，观赏着浦江美景。在这次黄浦江两岸公共空间

贯通工程进展调研后，韩正强调，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要

始终坚持“百年大计、世纪精品”的原则，始终围绕公共空间

开放做好文章，全市齐心协力把黄浦江两岸建设成为服务于市

民健身休闲、观光旅游的公共空间和生活岸线。

时隔一年，韩正的骑车照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市领导一

行骑着共享单车，微笑着向拍照的路人挥手示意。韩正骑行的

路线，从杨浦、虹口、黄浦、徐汇一直延伸到浦东滨江，堪称“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