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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将民防工程的平时
使用功能转化为错时共享停车
库，以缓解市区停车难的问题。
近日，一些民防工程华丽变身为
共享停车场、下沉式广场，这些
城市治理亮点脱颖而出，让“我
为群众办实事”落于实效。

一个共享停车库的妙想
记者了解到，民防工程“战

时保护人民，平时造福人民”，目
前上海市 75%的可利用民防工
程用于平时服务，其中63%用作
停车库，有些作为社会停车库向
公众开放，有些为单位停车提供
保障。

江浦路980号沪东绿地地下
停车库就是这样一处公用民防
工程，建筑面积5126平方米，平
时为某公司用于职工停车使
用。然而，附近的江浦社区却面
临着停车位紧缺的困境。江浦
公园旁边的金鹏、金上海、星泰
三个居民区，共有车位989个，实
际车辆却多达1460辆。

为了化解这一难题，杨浦区
民防办迅速建立沟通机制，在不
影响该公司正常停车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该公司下班后、上班前
和双休日、节假日的车位空闲档

期，从124个车位中拿出100个
车位作为共享停车位开放给附
近居民使用。

一个艺术空间的焕新改造
在莫干山路50号，普陀民防

将其中一处老旧公用民防工程
打造为 M50 民防文化艺术创意
馆。建筑总面积365平方米，由
时空隧道、经典的背后、艺术作
品中的空袭、战争与和平、生死
对话、地下故事、魔方沙龙等部
分组成，结合民防文化和艺术创
意，颇具海派特色。目前已正式
开放，已经成为附近的网红打卡

点，并充分发挥其宣传效益和教
育功能。

一个民防工程公益化的愿景
从2016年开始，上海多个城

区集中整治废弃防空洞，实施个
性化修缮，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基
础上，探索开放有条件的防空洞
作为公益性服务场所。

譬如在黄浦区保屯路 221
号，推开路边一扇小门，沿阶而
下10多级，是一间700多平方米
的宽敞健身房，各种先进的健身
设备一应俱全。在静安区芷江
西路 393 弄苏家巷小区，有 500

多平方米的防空洞被用于居民
活动室，兵乓房、围棋馆、舞蹈
房、多功能厅等多个社区居民活
动区一应俱全，用以满足小区居
民多样化文体娱乐活动的需求。

而在长宁区仙霞路700弄，
有一个“闲下来合作社”，是由民
防工程改造而成的。今年3月举
办了第二届虹仙好邻居日暨“闲
下来合作社”开幕展，标志着这处
网红“宝藏空间”正式对外开放。
合作社的出现完美解决了虹仙居
民区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少的问
题，成为社区邻里共享客厅和青
年创业创新者的文化阵地。

本报讯 记者 吴缵超 作为
“五五购物节”重要板块，由市商
务委、市文化旅游局、市新闻出版
局、市体育局共同主办的“六六夜
生活节”来了，今年第一财经·新
一线城市研究所通过综合分析酒
吧数量、夜间电影场次、LIVE-
HOUSE数量、夜间出行活跃度、夜
间灯光强度、夜间公交活跃范围、
地铁末班车平均结束时间等各个
维度，综合评价全国300余个城市
夜间经济情况，发布2021知城夜
生活指数，据相关数据，上海夜生
活指数综合排名第一，展现上海
夜间经济发展综合能级。

将推出50余个特色夜集市
今年在新天地-158坊、吴江

路张园丰盛里等12个地标性夜
生活集聚区基础上，全新发布定
西路-上生新所地区这一地标性
夜生活集聚区，并推出南京路
U479等深夜营业新地标。

夜生活节期间，上海还将推
出50余个特色夜集市，并升级外
滩枫径、安义夜巷、思南夜派对、
大学路天地创市集、外滩源集、
首尔夜市等一批重点夜市，例如
思南公馆将推出“博物馆夜派
对”、首尔夜市推出“泡菜音乐
节”等。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聚焦

“五个新城”，联手新城夜生活
CEO 推出“一城一夜·新城夜派
对”主题探营，推介嘉定西云楼、
青浦夏都小镇、松江云间粮仓等
一批新城夜生活新地标。

携程将联合野生动物园等
一批地标推出夜游直播活动；新
天地打造20周年庆典活动-设计
上海新天地设计节，打造夜间文
化社交目的地；饿了么联合餐饮
企业打造盲盒新菜品；迪士尼小
镇推出迪士尼小镇欢庆市集、正
大广场将推出泰热力风情节等
精彩纷呈的活动。

汽车消费地图让购车更透明
另外，上海还推出了汽车消

费地图，作为“五五购物节”汽车
促消费的重要举措之一，在2021
上海市汽车消费节闵行专场活
动启动仪式上，市商务委会同市
经济信息中心、市汽车销售协
会、市汽车服务协会联袂推出汽
车流通信息服务平台，为消费者
提供全景式汽车消费服务。

据悉，该平台试运行期间，
将推出汽车消费地图，可实时展
示本市各汽车经销商和4S店的
地理位置、服务质量、消费者投诉
情况，及时发布汽车政策和促消
费活动，让消费者在更透明便捷
的环境中购置爱车。今后，消费
者也可以尝试网上签署汽车销售
合同，在线申请以旧换新补贴政
策等，享受全过程的服务保障。

今年的汽车消费节闵行专
场活动，除了在颛桥龙湖天街设
立主会场外，还分别在浦江智
地、虹桥万象城、莘庄仲盛世界
商城等三地开设了三个分会场，
系列活动将持续到6月底结束。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公布

2035年将建成超30座郊野公园

共享停车、艺术创意、公益探索……

华丽转身后的民防工程原来还能这么用

到2035年，上海将建成超30座郊野公园和
2000公里绿道，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3平方米以
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近日公布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
（2021-2035），明确上海未来将实现“城在园中、林
廊环绕、蓝绿交织”，打造一座令人向往的生态之
城。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六六夜生活节”
释放消费新活力

根据规划，上海到2035年将
形成“双环、九廊、十区”的生态
空间格局。

双环是外环绿带和近郊绿
环，外环绿带将成为纽带，向内
连接楔形绿地，向外连通生态间
隔带，形成环城生态公园带。

九廊是以近郊绿环为纽带，
向外发散，衔接嘉宝、嘉青、青
松、黄浦江、大治河、金奉、浦奉、
金汇港、崇明的9条生态走廊，宽
度均超过1000米。

十区是以大面积农田集中

区为主的10片生态保育区，分布
在宝山、嘉定、青浦、黄浦江上
游、金山、奉贤西、奉贤东、奉贤
—临港、浦东、崇明，将整理耕
地，促进农林水一体化。

此外，规划还明确，上海主
城区将优化形成“一江、一河、
一带”的蓝绿生态网络。同时，
上海将建设四大重要生态区
域，包括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环
淀山湖水乡古镇生态区、长江
口及东海海域湿地区、杭州湾
北岸生态湾区。

形成“双环九廊十区”生态格局

2035年森林覆盖率将达23%
规划明确，上海的总体目标

是要打造韧性生态之城，主要内
容是建设三大体系（公园体系、森
林体系、湿地体系），以及构筑两
大网络（廊道网络、绿道网络）。

规划明确了生态用地、森
林、公园、湿地的多项核心指
标。到2035年，上海市域生态用
地要占市域陆域面积的 60%以
上，保有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和202万亩耕地，森林覆盖率达
到23%左右。在湿地方面，河湖
水面率达到10.5%左右，湿地保
护率50%以上。

上海公园未来会是怎样？

规划指出，到2035年，上海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力争达到13平方米以
上，中心城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7.6平方米以上，力争实现全市开
发边界内3000平方米以上公园绿
地500米服务半径全覆盖，建设30
处以上的郊野公园（区域公园）。

在绿道和廊道两大网络方
面，上海到 2035 年将规划建设
2000公里以上的骨干绿道，包括
环崇明岛、环淀山湖、沿外环绿
带、沿江沿海以及沿黄浦江、苏
州河、大治河等重要生态空间的
市级绿道。同时将重点推进34
条滨水沿路生态廊道建设。

经过改造的民防工程，不仅布局好看，而且更实用了。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