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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时期的实践区
汇聚全球优秀城市案例

从1999年开始，季路德就已
经进入到了世博会的筹备工作。
2011年至2015年，他还参与了上
海世博会志的编纂工作。至今，
他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向国际展
览局提交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
申办报告》第二卷4.4“世博会的
展示空间”中，关于城市实验室的
描述：浦西部分场地将建成城市
实验室，可在世博会举办期间展
示不同类型的模范城市社区。有
关内容将成为在世博会期间举办
的“世界城市论坛”的主题。来自
世界各城市的代表将借此机会交
流城市建设的经验。“城市最佳实
践区开创了城市参加世博会的先
例，汇集了全球优秀的城市实践
案例，丰富了上海世博会的主题。”
季路德回忆道。

世博之后的实践区
进一步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

在10年前上海世博会落幕
的时候，季路德就说过，上海世
博会远未“结束”，现在看来，的
确如此。城市主题推进了上海
的五大建设：政治——提升了城
市公共管理水平；经济——刺激
消费，扩大投资，改善了城市基
础设施，特别是上海的地铁建
设；文化——促进文创产业发
展，扩大市民国际视野；社会
——鼓励建设和谐社区；作为公
共外交平台，扩大了上海与国际
社会的交往；生态——鼓励低
碳、环保产业，促进城市与自然
和谐相处。而城市最佳实践区
作为上海世博会物质遗产方面
的两大成功之一，从规划、建设、
招商、运行等环节，都在落实可
持续发展理念，在公共管理、鼓

励文创产业、建设和谐社区等方
面，都具有典型意义。

“比如，中国第一家公立当
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
物馆，建筑由原南市发电厂改造
而来，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
曾是城市未来馆。作为新城市
文化的生产车间，上海当代艺术
博物馆一直在不断自我更新，为
公众提供开放的当代文化艺术
展示与学习平台，已成为中国当
代艺术的有力传播者和艺术实
验的积极探索者。再比如，曾在
2018年创造世界单年度参观纪
录的teamLab团队，在实践区南
区C2场馆打造了世界第二座，中
国第一座常设美术馆——team-
Lab 无界美术馆，teamLab Bor-
derless Shanghai。在这里，艺
术作品不受展厅空间的限制，可
以与其他作品交流、相互影响，
将灯光艺术发挥到极致……这
些都是很好的范例。”

后世博时代的实践区
世博特征的多元文化创意园

虽然季路德已经退休多年，
但是他一直关心着后世博时代
的上海城市发展的“主题演绎”：

“我们站在上海长远发展这根主
线上来看，辅助这根主线的，除
了世博会，还有进博会、临港新
城、自贸区、大虹桥建设等等。”
他强调，对世博会的回忆、世博
遗产的继承，不能只满足于物质
层面，也要重视精神层面的遗
产。所以这些年，城市最佳实践
区随着北区的日渐成熟，南区的
逐步开放，正与各方共同构建文
化活动、艺术创意相融入的公共
空间，努力打造成具有世博特征
的集办公、商业、艺术、休闲于一
体的文创园区，这也是他非常乐
意看到的发展方向。

环保理念
于世博会时已深植实践区

从城市最佳实践区前期的
建造到世博会期间的运营再到
后世博时期的维护和更新改造，
实践区工程及设施保障部经理
张咏全程参与其中。当他谈起
这十多年在实践区的点点滴滴，
依旧鲜活，热情高涨。“我在世博
会开幕之前，就参与实践区工程
的建设，对参与建设的城市案例
都非常熟悉。这些案例中涉及
到了两百多个环保的深化技术，
像太阳能水幕墙、碳能、风能
……这些技术在10年前绝对可
以称得上超前。当时为了在城
市案例馆中既要淋漓尽致地展
现低碳先进技术，又要更好地融
入展馆建设中，每天白天，我们
几乎一直泡在工地上，晚上七点
后进办公室和各个专家来细化
技术内容。绝对是摸着石头过
河，制定每个落地方案，再微小
的细节都需要去抠。”

实践区始终
以践行环保领先全国

如果说从无到有的建设，依
然令10年后的他感慨万千，那么
从有到新，则让他实打实地感到
自豪骄傲。在后世博建设中，实
践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低碳
环保社区探索的脚步，如今已将
低碳技术从单体建筑扩展至整
个园区；现在又踏上探索健康园
区的发展道路，成为全球首批申
请WELL健康社区认证的园区之
一。在这10年里，张咏和同事们
不断地将原本的场馆和建筑进
行多次改建、优化，让它们更加
符合现在乃至未来的需求。

上海有一个海绵城市的示
范点，就在实践区的成都活水公
园。每个月，实践区低碳发展和
科技应用部项目经理张婧都会
和同事们做活水公园的水样检
测，收集数据，进行动态的分析，
确保水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据她介绍，海绵城市一直在不断
升级中，一方面在寻找解决城市
雨洪问题的方法上有所突破，一
方面也为城市景观节水提供了
很好的示范。“实践区的成果，也
可以走出园区，为更多的人服
务。比如现在许多小区都有水
景，其实非常费水，那么这个活
水公园的原理就可以很好地解
决 这 个 问 题 ，而 且 还 非 常 美
观。”张婧说道，“在活水公园实
施海绵城市项目的同时，我们还
开发了项目后评估系统，每天在
屏幕上都会播报各个环保设备
运行的效率，数值比较，时时刻
刻地提醒着我们的使命。”

其实，实践区大量的环保技
术和绿色建筑都值得大范围地
在城市中推广。由于实践区在
世博最初规划之时的前瞻性的
设计，让世博后实践区转型为绿
色文创园区进行得很顺利，而在
这个基础上的改造也始终处于
国内领先水准，每年实践区接待
全国来参观学习的团队不下几
十个。而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
在2013年，实践区获得了LEED-
ND铂金级认证，这是在北美地区
外首个获得该级别认证的项
目。2017年海绵城市项目获评

“人居环境范例奖”。在实践区
工作人员眼中，实践区仿佛不是
一个项目，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
少年，不断get新技能，始终阳光
美好。

绿色实践区
溢出跃动的城市人文情怀

除了这些硬性技术上一丝
不苟的坚持，在软件上，实践区
也丝毫没有懈怠，上海票据交易
所、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上
海建筑科创中心、上海设计中心
等经济金融、规划设计领域的行
业翘楚纷纷落户园区。实践区
继续演绎世博“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主题，已成为文化艺术、时尚
生活的潮流地，是散发着独特魅
力的文创园区。

王海琦作为一名高中语文
老师，可是实践区的“常客”。她
不仅在世博会期间在实践区工
作过，会后又在实践区附近的上
外附属大境中学任教。在她的
眼里，后世博的实践区处处充满
着诗情画意与人文关怀：“在这
里可以充分体会到‘建筑是可以
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城
市始终是有温度的’这句话的意
义。实践区这个城市客厅，既有
玫瑰园的休闲浪漫，又有世博创
意秀场的潮流范儿，还有博物馆
的艺术气息……市民对于美好
城市的向往，都在这里汇集，让
人充分享受到这里的城市人文
情怀。”

2019年，实践区成为上海市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越来越多的
学生来到园区当志愿者，他们在
园区里潜移默化地接受着绿色
环保的生活方式。王海琦也非
常高兴看到实践区与学校之间
的这种互动渠道，把教育充分和
实践区的绿色环保理念结合起
来，让上海这些未来的主人翁们
到园区切身实地地感受这些充
满前瞻性的生活方式。

上海的发展始终在延续世博主题
当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十周年之际，我们再度

回顾当时世博会的主题，会发现它的意义深远。它
聚焦在城市发展和人的生活和谐共存的关系。正
如原上海世博局研究中心主任、主题演绎部部长季
路德所说：“世博十周年，不光是为了纪念而纪念，
而是要进一步理清思路，加速下一步的城市发展进
程。而当时确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个主题
时，就是为了上海的长远发展。”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世博有缘人 用绿色造就美好城市
10年前，他们都参与了世博会的建设和服务；10年来，他们和世博城市最

佳实践区有着各种奇妙的缘分。他们是实践区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对10
年来实践区从世博会亮点展区变身为高科技绿色环保的文创园区的每一个阶
段都了然于心。而这些“有缘人”，正是通过真实地感受着实践区每天的细微变
化，真切地触摸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原上海世博局研究中心主任、主题演绎部部长 季路德专访

世博秀场。

成都活水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