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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劳模、工会主席畅谈
学习十九大精神体会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谈参会感
受，说学习感悟，论今后工作方向
……比预定时间开始得早，比设想时
间结束得晚，谈起党的十九大的话
题，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昨天一天，
沪上10位劳模代表、11位区（局）产
业、企业的工会主席集聚市总工会，
结合自身工作，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畅谈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心得体会。

劳模：备感光荣更感责任重大
与会的10位劳模代表中，上海

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总工艺师、
液压泵厂数控工段工段长李斌，中
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首席技
能专家罗开峰，上海浦东海事局危
管防污处处长陈维，上海市东方商
厦有限公司营业员许宁等都是十九
大代表，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工作报告的他们，在你来我往的话
语间，都是对那段荣光闪耀的与会
时光的回忆。

罗开峰，一位来自一线的农民工
党代表，至今依旧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他说：“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
能以农民工党代表的身份步入人民
大会堂。望着会场的五星穹顶，激
动、自豪……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我
的心情。”同样，能作为上海代表团5
名80后党代表之一，陈维也在倍感
自豪之余，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她
说，工作报告里有许多“养分”，为她
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主席：为职工提供看得见的服务
浦东新区总工会主席周奇、青

浦区总工会副主席朱俊华表示，工
作报告为工会工作指明了方向。今
后，将进一步弘扬劳模和工匠精神，
推进建立新一批的劳模创新工作
室，发挥他们的领头羊作用。他们
认为，要把报告中的宏伟蓝图变成
现实，关键还是在落实。今后浦东
新区总工会、青浦区总工会将以基
层为导向，切实提高基层群团组织
的服务能力，打通服务职工最后一
公里，为职工提供看得见、够得着、
感受得到的工会服务。

市教育工会主席成旦红、市医务
工会主席郑锦说，职工的需求就是工
作的重点，在今后的工作中，将结合
系统内教职工、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特
点，有针对性地推出各类切合职工需
求的服务项目，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地投入工作。

上汽集团工会主席钟立欣、中国
商飞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常务副主席
吴建军、明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张旭明透露，下一阶段，将会
用接地气的职工语言，以多样化的宣
传方式，原原本本深入细致地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传递给每一位职工，掀起
全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2017“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聚焦“城市更新与空间治理”

摒弃大拆大建 转向精细管理
作为特大型城市，上海的城市规划将更精细、开放，“绣花功夫”、“针灸疗法”都会被一一应用。 城

市更新也将更注重生态“填补”和公共休闲空间的营造。2017“世界城市日”上海论坛昨天和前天举行，
今年的论坛总主题就是“城市更新与空间治理”。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黄浦滨江慢行道可供市民骑行和步行。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精细规划更讲究
“绣花功夫”、“针灸疗法”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总工程师许健表示，上海作为一座建
设用地紧张的超大城市，公共空间存
在着数量不足、布局不均衡、品质不
高等问题。与此同时，城市发展模式
在转变，以往“大拆大建”外延式扩张
的发展老路已难以为继，注重提升城
市品质和活力的内涵式发展成为主
流。上海在近几年城市公共空间塑
造的实践中，也有了不少转变。

规划的编制与实施过程，就是城
市治理过程。在理念上更突出“以人
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更关注“人”
的需求，增强人性化的城市体验。在
参与机制上，形成了开门做规划的局
面。开展的社区空间“微更新”更是
激发起了基层社区和来自全球的设
计师们的热情。自2016年开始，上
海市规土局设立的“社区空间微更新
计划”已经开展了22个试点项目，涉
及9个区县15个街道，收集到100多
家设计师、艺术家团队和个人报名，
提交方案超过80个。

许健说，针对上海超大城市运行
特点，着力从“小微”处着手，强调“绣
花针”式的精细管理，既打造有影响
力的重大项目也关注零星地块、闲置
地块和小微空间的品质提升和功能
创造，在“精雕细琢”的城市空间和

“精耕细作”的乡村野趣中体现城市
温度和人文情怀，增强市民获得感。

同时施以“针灸式疗法”，以空间
治理带动城市功能提升。“上海的发
展模式已经不再是外科手术式的大
拆大建，而是找准‘要穴’以小带大、
以点带面，通过城市公共空间的塑
造、改善来激发城市活力与强化城市
功能。”许健表示。

上海将构筑生态空间体系
和公共空间网络

论坛上，许健透露了上海在构筑
市域生态空间体系和公共空间网络
上的行动计划。

在生态空间体系营造上，注意生
态基地的建设。上海将以外环绿带、
近郊绿环锚固城市发展格局，以9条
宽度1000米以上的放射状、通畅性
生态走廊构建上海的市域生态骨
架。由外向内层层渗透、贯通市域的

“双环、九廊、十区”多层次、成网络、
功能复合的生态空间体系，将强化生
态空间对市域空间结构和布局的硬
约束，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

依托蓝网绿道，构建慢行休闲系
统。以水为脉构建城市慢行休闲系
统，促进生态、生活功能的有效融
合。滨海及骨干河道两侧建设生态
廊道，形成水绿交融的河道空间；主
城区形成连续畅通的公共岸线和功
能复合的滨水活动空间。同时结合

“双环、九廊”等市域线性生态空间，
承载市民健身、休闲等功能，设置骑
行、步行、复合三类慢行道，兼顾“马
拉松”等群众性体育赛事；安排适宜
慢行要求的各类设施，构建城市绿道
系统。

织密绿地网络，完善城乡公园体
系。建设以国家公园、郊野公园（区
域公园）、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区
公园为主体的城乡公园体系，完善公
园绿地体系。郊区结合现有生态资
源建设郊野公园，主城区结合楔形绿
地、外环绿带以及产业地区转型，增
加面积100公顷以上的城市公园；按
照地区公园2公里、社区公园500米
的服务半径推进公园建设；同时针灸
式新增微型公园，完善5-10分钟步
行可达的绿地系统。目标是规划期
末全市用地开发边界内3000平方米
公园绿地500米半径全覆盖，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到15平方米。

实现开放贯通，打造城市公共休
闲空间网络。充分考虑市民的多样
化活动需求，持续增加公共空间的面
积和开放度，提高公共空间覆盖率。
强化公共空间的贯通性，将公共空间
编织成网。提高公共空间的舒适度，
加强无障碍设施、休息座椅、智慧信
息服务配套设施配置，提升公共空间
环境品质。

共享出行可能会引导
城市进行重大变革

上海目前正在进行黄浦江贯通、
重大公共场馆等重点项目建设，完善
城市功能，修补并渗透公共空间网
络，这其中也有很多的困难，可见城
市空间的治理要解决大量存量化的
问题，这其中，对于共享经济是否值
得推广也成为专家们热议的焦点。

在昨天的论坛上，就“建设人文
之城：共治与共享”的主题，同济大学
教授诸大建发表了看法，他认为，能
不能在物质设施不再大量增长的前
提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共享交通就是很好的解决方式。

“现在很多人反映共享单车投放
太多、无序的问题，其实这也需要引发
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是按照现
有的城市空间来做出这样的衡量的，
而现有的城市空间设置是否合理呢？”
诸大建表示，现有的城市空间还是以
小汽车为导向进行设计的，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优先考虑的还是机动车辆。

“像深圳，因为是新城，道路空间50%以
上被小汽车占用，但提供的出行服务
只有30%不到。”诸大建表示，交通优先
权如何排序是如今的城市空间营造和
治理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在他看来，地铁、地面公交毫无
疑问应排前两位，而自行车就应该排
在包括出租车、共享汽车、私家车等
单个小汽车之前，这样的排序才是合
理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空间需要变
革。“可以说，共享出行的出现将引导
中国城市的新革命，不仅是交通工
具，还是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

他举了个例子，新加坡最近就在
进行这样的改变，5车道只留下2车道
给机动车；又如首尔，曾经有条清溪
川，曾经被填掉做了城市贯通道路，之
后又被恢复成河道，两旁是人行空间
和自行车道。“美国的高架公园也是在
做这样的城市更新。”诸大建说：“我希
望在这里做个大胆的猜测，多少年后，
上海的高架也会变成有绿化带、自行
车道、人行道的公共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