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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苏州河沿线引桥桥洞空间：
以“糖”为设计主题

长宁区境内的苏州河上四座跨
河桥梁分别是：威宁路桥、古北路桥、
内环高架中山西路段以及凯旋路桥，
是较为典型的引桥下桥洞空间，其中
既有轨道高架设施、城市高架道路，也
有景观桥。从2017年开始，长宁区对
苏州河沿线进行更新，这四座跨河桥
梁是滨河慢行系统中的重要空间节
点，涉及到景观提升、空间开放和功能
多元等多方面。方案征集要求从四
座桥中任选至少两座进行设计，既要
包含对桥下空间的详细设计，也要对
桥下空间的应用提出相应的策划。

优胜方案“糖苏河”借用“趤马
路”（上海话“逛街”）把人们带回旧时
一种慢慢走的轻松姿态体验苏州
河。让步履匆匆的城市人也能抽空
享受慢时光。“趤”与“糖”同音，以糖
为设计主题在苏州河的一系列跨河
引桥的桥下空间藏了各种各样的糖
果盒子，等待人们在“趤马路”的过程
中逐一探索发现。空间体验如同糖
果一般给人慰藉，让人从糖分中吸取
能量再次重新出发。

方案将苏州河跨河引桥的桥下
空间归类为市政服务段、桥底体验
段、沿河补给段（由桥起坡为起点至
河岸为终点）等三个标准段进行系统
化改造，又根据各个桥底不同性格赋
予不同的色彩，给每座桥定制专属的
糖果盒子。古北路桥以红色三角彩
钢为元素，创造出一个富有活力的公
共空间。凯旋路桥以圆形彩钢与柠
檬黄色为设计元素，分别加入了艺术
展览、运动休闲、亲子娱乐等功能。
富有冲击力的“糖果盒子”为桥下空

间带来了新的体验方式，使原有的消
极空间重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延安路高架、新虹桥中心花园段：
让绿色融入市民生活

延安路是上海市中心城的重要
高架快速路之一，也是城市空间东西
向主轴线，试点包含了整体研究与重
点设计两个任务。其中整体研究范
围包含延安路高架下、新虹桥中心花
园段总共长约500米的范围，要求结
合周边业态、人群、空间特色等，对该
范围内的高架下空间远期发展提出
指导性建议。重点设计范围聚焦新
虹桥中心花园长约300米的入口广
场，适应公园为24小时开放做改造
的需求，重点解决塑造入口形象、处
理人车分流、形式简洁大方、空间利
于集散等更新要求。

优胜方案“桥下·新所”的设计团
队从交通、人流、功能和绿化等方面
对基地进行细致研究：项目地块位于
延安高架的关键节点，存在着具有潮
汐性的纵向通勤人流与横向休闲人
流。沿延安路的遮蔽型绿化过多，植
被单一，桥下元素与桥体缺乏联系，
需要让立面变得通透。

方案希望将桥转变为一个绿色
的基础设施，让它融入市民生活。为
应对人车矛盾，方案对停车场进行重
新划分，将车行入口向东微移，使得
人行空间更加开阔完整。在腾出入
口空间后，用点线面结合的手段，运
用绿植带的有机线条以及色块与铺
装，重新定义入口广场与轴线。方案
对既有建筑部分外观进行提升改造，
并参考人流方向，通过建筑的体量划
分出公共广场、运动场、餐饮区、展示
空间等多种功能空间，从而将桥下空

间转换为一个充实、丰富的空间，重
新展现在延安路上。

轨道交通3、4号线凯旋路段：
全时多元空间

轨道交通3、4号线由老沪杭铁
路内环线和淞沪铁路改建而来，于90
年代末开工建设，2000年底3号线一
期开始运营，2006年实现3、4号线共
线运营与延伸段建设，是上海中心城
区内为数不多以高架为主的地铁线
路。试点的设计基地以长宁路和武
夷路为界，是重要的轨道交通换乘节
点，周边的中山公园商圈聚集了大量
写字楼与商场。沿轨道往南，周边地
块多以住宅小区为主。试点包含了
整体研究与重点设计两个任务。。

优胜方案“全时多元空间”从功
能策划与场地规划的角度切入，在前
期就考虑管理维护的模式，通过调研
以通勤人流作为重点考虑的对象，并
兼顾关怀人群的多样需求：通勤人员
需要自行车停放与地铁换乘；白领需
要休息空间；周边的居民更在意步行
系统的连续性，而购物人群需场地形
成的氛围。

方案考虑分南端和北端两期分
开实施。北端最直接的动作是调整
现状停车区域位置，形成集散广场同
时促发一系列场地的调整与置换，通
过一条慢跑道连接南北，穿插多种服
务功能，有中山公园的游客中心和便
民服务亭，有供白领与外卖人员错峰
共享的午餐空间，有增设的非机动车
停车区域、机动车停车区域与周末市
集的复合利用等。南端的环卫设施
改造，保留原有建筑，整合大台阶进
行设计，为环卫工人休息和停车提供
充裕的场地。

高架、轨交桥下空间或将“大变样”
三处桥下空间微更新优胜方案出炉 将根据场地实际深化设计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制备全世界首批体细胞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的技术将落
户上海松江G60科创走廊！昨天，中
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
新中心和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共
同成立“G60脑智科创基地”，同时“中
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中心（上
海松江）”、“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
心（松江基地）”也在松江正式挂牌，这

就意味着：以克隆猴技术为代表的脑
科学与类脑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正
式落户上海松江G60科创走廊。

今年年初，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
所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非人灵长类
动物的克隆，被国际生物界评价为近
20 年来全球生物科技里程碑式突
破。而G60科创走廊是上海建设具
有国际影响力科创中心战略的重要
举措。G60科创走廊将扮演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引擎”的角色，成为区

域内“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
主阵地。

根据规划，“G60脑智科创基地”
土地规划首期约220亩，将引入社会
资本投资，总预算约100亿元，首期
约50亿元，有望于2020年建成。而
基地总体规划的建设目标则是：国际
非人灵长类疾病模型研发中心、国家
级脑智技术研究及成果转化中心、长
三角创新药物研发及智能技术产业
辐射源点。

“中中”和“华华”相关克隆技术的产业化将落户上海松江G60科创走廊

克隆猴技术和脑智科创基地有望于2020年建成

延安高架新虹桥中
心花园段，轨交3、4号线
凯旋路段，苏州河沿线引
桥……记者昨天从市规
土局获悉，经过征集评
审，这三处桥下空间的微
更新设计方案优胜方案
已经出炉，未来将根据场
地实际深化设计，征询各
方意见后，再形成可操作
的实施方案。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高架桥下将会“美如画”。 青年报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办居住证、
看病、购物、修空调、请保姆这些繁琐
的事情，通过一个智能终端就可以

“一网通办”，浦东“智惠管家”提供家
门口“一站式”服务。青年报记者昨
天在“中国智慧城镇创新示范单位”
周浦镇获悉，经过前期试运营，“智惠
管家”将于8月1日正式上线。

在周源社区中心，青年报记者
看到，有一台“智惠管家”的智能终
端，上面囊括了政务服务、健康服
务、生活服务、法律服务、社区治安、
文化宣传、科普e站等老百姓需要的
一切内容。像这样的智能终端，周
浦镇有200台，基本上每个小区都安
装了。未来，这一智能终端还将开
发成手机APP，让更多年轻人体会到
它的便捷。

打拼多年的新上海人董女士给
老家来的小侄女办理居住证，跑到居
委会咨询。在那里，通过“智惠管家”
智能终端，打印了办事流程和所需要
的材料，并直接网上预约。“准备好各
种材料，采集好照片，现在外口办和
片区民警已经上门核验过，让我们少
跑了不少路。”董女士由衷地称赞道：

“我们已经感受到政府真的是在为百
姓着想。”

老南汇地区，燃气都是采用预付
费制度，这一功能连第三方支付平台
都做不到，但是在“智惠管家”智能终
端上，刷卡就可以付费。即便是看病
这样的“烦心事”，“智惠管家”也能帮
你搞定：可以向“绑定”的“家庭医
生”，发送你的各种症状，进行网上问
诊，家庭医生会及时跟你联系，并且
提供转诊服务。

维修小家电，老百姓最怕遇到不
靠谱的商家。“智惠管家”筛选过的商
户，不但收费公道，而且态度好，负责
任。居民储先生拆迁时，要对3台空
调进行移机，通过“智惠管家”，他联
系上了徐师傅，不但收费比外面的市
场价便宜，而且不到15分钟便赶到
现场，一直忙碌了4个多小时。服务
完成后，储先生还接到了客服的回访
电话，询问是否满意，储先生给了满
分。对于最容易引发纠纷的家政服
务，“智惠管家”自己管理的家政服务
员也是靠谱的，试运营至今，“满意
率”超过了99%。

“提供大数据服务并不难，难的
是之后延伸的社区服务。”“智惠管
家”负责人陆佳告诉青年报记者，这
个项目刚开始启动时，正好碰到一
个从市中心动迁过来的居民，家里
一台用了20年的老式录音机需要维
修，因为机器实在太老，配不到零
件，负责维修的工作人员跑了很多
地方，终于帮着居民修好了。“从这
件事以后，我们开始有了为民服务
的成就感。”

如今在周浦，“智惠管家”受到了
居民们的“拥戴”。有一次，服务器因
为故障“歇”了3天，不少居民便提出
了“抗议”。

“从手写到语音输入，我们的智
能终端已经进入第三代。”陆佳告诉
青年报记者，眼下，“智惠管家”已经
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37万次，体现
了政府服务的黏性，同时也让社区更
有凝聚力。

浦东“智惠管家”
家门口一站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