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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随着45公里滨江岸线全线贯通
开放，母亲河两岸的一颗颗“明珠”串
成了一条公共开放的“项链”，成为广
大市民群众健身休闲、亲水嬉戏、观
光旅游的重要公共空间，人们纷纷在
此驻足，欣赏浦江两岸风景，领略滨
江地区百年历史的码头文化。而滨
江岸线范围内的四座越江桥梁杨浦
大桥、南浦大桥、卢浦大桥、徐浦大桥
作为上海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是展现
上海海派时尚及城市精神风貌的重
要窗口。

据悉，四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
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虽每年定期
保养和维修更新，但随着使用年限
的不断增加，大桥原有景观照明灯

具已存在亮度不一、色差明显、维修
频率急剧增加的问题，需要提升和
补充景观照明。为进一步提升城市
景观效果，打造黄浦江夜景品牌，提
高市民生活品质，近期路政部门将
对四座大桥进行景观改造和提升，
让桥梁的宏伟雄姿融入上海特色的
城市滨江夜景，为市民和游客营造
安全、美观、舒适、友好的夜间活动
空间和地标性景观。

本次四桥景观提升工程范围包
括桥梁主塔、拉索、桥侧、桥腹以及卢
浦大桥的主拱，更新或新增景观照明
系统，包括灯具、供配电设备以及控
制系统。工程将根据四座大桥景观
照明在黄浦江两岸夜间景观的区间

定位，设置常态、节假日、重大活动和
深夜等四种控制模式，优选节能高效
果环保的LED光源，严格控制开启时
间、亮度、范围、切换频率等，并与区
域周边景观照明相和谐。

施工过程正值盛夏，四桥景观提
升工程的相关施工单位将克服高温
等不利因素，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及
应急预案；同时，合理安排工期，选择
车流较少时段或夜间施工，尽量减少
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并认真落实相关
措施，最大限度地保障施工安全和环
境保护。预计四座大桥的景观提升
工程将于9月底完成。届时，“换装”
后的四座大桥将展现滨江景观岸线
夜景新魅力。

黄浦江上四座大桥集体“换装”国庆节前旧貌换新颜

预计9月底完成景观提升工程
记者昨天从市路政局获悉，杨浦、南浦、卢浦、徐浦四座黄浦江大桥近日将迎来一次大规模的集

体“换装”，为期三个月的景观改造提升工程结束后，四座大桥将以崭新的宏伟雄姿迎接国庆节和即
将召开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据介绍，经过“换装后”的四座大
桥将各有特色。如杨浦大桥主要呈
现“工业印象”。杨浦大桥于 1993
年建成，大桥全长8354米，主桥为主
跨602米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是上
海市区黄浦江上的第二座大桥，大桥
以其线条流畅、动感强烈的设计造型
横跨浦江，成为上海的一个门户特
征。本次工程将对杨浦大桥滨江范
围内引桥、主塔进行涂装，并新建景
观照明系统。

南浦大桥则将展现“盘龙昂首”
的气派。南浦大桥于1991年建成，
大桥全长 8346 米，主桥为主跨 423
米的双塔双索面叠合梁结构斜拉桥，
宛如一条昂首盘旋的巨龙横卧在黄
浦江上，造型刚劲挺拔、景色壮丽；两
岸各设一座高154米的“H”形塔，上

有邓小平同志亲笔书写的“南浦大
桥”四个大字；桥塔两侧各以22对钢
索连接主梁索面，呈扇形分布犹如一
架横卧的竖琴。南浦大桥是上海市
区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连接着
黄浦区与浦东新区，是内环线的重要
组成部分，曾经为世界第三大叠合梁
斜拉桥。由于南浦大桥现有景观照
明线路及控制系统存在老化现象，本
次景观照明系统工程是在原有市民
熟知认可的夜景效果上进行优化补
充提升。

2003年建成的卢浦大桥全长约
3.8公里，主桥为主跨550米全钢结
构中承式系杆拱桥，是当今世界跨度
第二长的钢结构拱桥，也是世界上首
座完全采用焊接工艺连接的大型拱
桥。桥身呈优美的弧型，如长虹卧

波，飞架在浦江之上。大桥的景观照
明竣工于2010年4月，较好的配合
了整个世博园区的灯光演绎，但目前
部分灯具已经老化，本次工程拟对大
桥主拱的景观照明灯具进行更新，展
现黄浦江上七彩飞虹的景观效果。

徐浦大桥于1997年建成，是继
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之后，上海市
区第三座跨越黄浦江的特大型斜
拉桥，位于徐汇区华泾镇和浦东新
区三林镇附近的江面上，连接 S20
外环线，是进入上海的重要通道。
大桥全长约6公里，主桥为主跨590
米的双塔双索面叠合梁结构斜拉
桥，主塔呈“A”形，拉索采用扇形平
面布置。本次工程将对徐浦大桥
滨江范围内引桥进行涂装，并新建
景观照明系统。

未来四座大桥新景观将各有风采

四桥景观提升预计9月底完成

彭浦新村建村60周年
主题论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今年是彭
浦新村建村60周年。历经风雨，这
一工人新村在一个甲子中历经沧桑
巨变，浓缩了时代变迁。昨天，由静
安区彭浦新村街道主办的“砥砺前行
六十载 引领彭浦新跨越”主题论坛
在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召开，论坛
回顾了彭浦新村建村60年来的社区
发展，聚焦新村的未来规划，以彭浦
新村的前世今生、未来发展作为主
线，相互贯穿。

彭浦新村的土地早先是上海北
郊的一片田野。上世纪50年代，一
批机电工业大厂落户走马塘以南的
原彭浦乡地区，并在此建起了彭浦工
业区。彭浦工业区曾拥有“中国第一
台大型天线座、第一台推土机、第一
台气动电控冷轧机、第一台水管式工
业锅炉”，而彭浦新村便是创造这些

“第一”的工人阶级的集中居住地。
然而岁月变迁，如今的彭浦新村

面临着房屋逐渐老旧、居民老龄化程
度越来越高等问题。如何在发展中
传承、发扬工人精神？小区改造采取
什么样的方式？一系列新命题摆在
了彭浦新村街道的面前。复旦大学
资深教授葛剑雄、原闸北区档案局副
局长胡伟祖、社邻家景观设计师蒲
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何海兵从
城市文化、社区微更新、基层党建等
不同角度切入，对彭浦新村的管理规
划提供了新的思路。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彭浦新村街
道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发展规划意
向白皮书》。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于2016年发布《上海市15分钟
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以下简
称《导则》）。“15分钟社区生活圈”是指
在15分钟步行范围内，配备生活所需
的基本服务功能与公共活动空间。《导
则》中的社区生活圈涵盖五方面内容：
打造多样化的舒适住宅，提供更多的
就近就业机会，倡导低碳安全出行，提
供类型丰富、便捷可达的社区服务，构
建绿色开放、环境宜人的公共空间。

杨浦青年团员感受
城区创新创业热度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杨浦这片
创新创业的热土吸引了诸多创业者
前来开创自己的新天地，三区一基地
建设的蓬勃发展展现了杨浦日新月
异的面貌。昨天，由杨浦区人社局、
区文化局主办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拼搏新时代”主题探索活动，在中
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举行，
来自创业服务和文化服务工作一线
的杨浦人社系统以及文化系统的团
员青年们从这里出发，在熟悉的城区
里进行了一场未知的探险，在历史史
实和当下创业热点为关键词的各种
线索中，破解出行进路线，并且完成
指定任务拿到通关钥匙。

在这场主题探索中，中国（上海）
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向队员们展现
了服务创业和政策扶持的强有力保
障；不仅如此，队员们还纷纷领略了
旧上海市立图书馆、武术博物馆、叶
家花园等地标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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