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城·社区2021年8月19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梁超业 美术编辑汤智勇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城市脉搏

漫步赤峰路 遇见2035未来街区
赤峰路，这条上海的东北角的小马路，正在悄

悄地发生着改变。“NICE2035”这个设计驱动的社
区支持型社会创新实验正在这里发生。“NICE2035
未来生活原型街”发起人、同济大学副校长娄永琪
教授说：“我们在这里设立的交互点是抛砖引玉、投
石问路。当有关未来的设计到了真实的社会环境
中，有利于我们发现问题，之后迭代更新的产品才
有升级的可能。”而在赤峰路项目总设计师郭泠眼
中，这里将是未来生活街区的一个出发点。

青年报 杨颖 记者 孙琪

感受2035带来的
科技感和烟火气并存
“NICE2035”是同济大学设

计创意学院发起的一个社会创
新项目。意为面向2035年的“创
新、创业、创造”三创社区。NICE
更意味着“美好生活”。

2018 年“NICE2035”的设想
由同济的师生着手落地。最初，
学院师生们用生活+艺术+科技
的思路，改造了四平路1028弄这
条隐藏在鞍山新村里的老旧弄
堂，使这条弄堂有了全新的样貌
并迅速成为网红。这条弄堂被命
名为“NICE2035 未来生活原型
街”，成为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参与城市微更新的一个代表作。

赤峰路是同济大学旁的一
条小马路，从四平路到密云路一
段，一面是校园围墙，一面是社
区，两边都有些商铺，自发形成，
品质参差。设创学院的师生们
继续用他们“NICE2035”式的思
考方式，将城市微更新的实验，
搬到了赤峰路上。9位老师联合
出手，构建起赤峰路城市微更新
的一个个支点。

密云路赤峰路口，有一个亮
丽的小花园，彩色瓷砖包贴花
坛，入目色彩明快。高大的树木
遮挡着太阳，低矮的灌木将休闲
区和马路进行了软分割，是附近
居民休闲聊天的好去处。小花
园里还设置了一些感应装置，有
人经过，便会有鸟鸣声响起，让
人恍惚以为走进了大自然。入
夜，花坛里的装置会亮起，配合
着街区LED灯光阵列的变幻，给
这个小小的空间带来很特别的

未来感。设计师王衍用这些充
满未来感的设计，召呼社区的老
百姓到街上来，聊天、散步。

往四平路方向前行不远，有
一段马路的人行道被做成了七
彩的效果，跟水泥石子马路形成
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原先经
常被投诉的脏乱地段，墙面被粉
刷一新。苏雅默，一位来自异乡
的同济大学教授开始了他的创
作。那些师生们曾经光顾过的

“黑暗料理”的摊贩、拉着板车清
理马路的志愿者，都在他的笔下
栩栩如生地展现，你也会看到学
校老师、学生在这里的日常。漫
步在这样一条充满未来感的小
马路上，科技感和烟火气毫不违
和地并存着。

被颜值打动
更被奇妙的互动吸引
马路是用来行走的，但经过

这 些 设 计 师 的 努 力 ，赤 峰 路
“NICE2035”段的功能已经不仅
仅是通行了。密云路口，对着活
树林口袋公园，有一个造型奇特
的不锈钢装置，走近看，不锈钢
板上有着刻度，公制、英制和中
国传统计量方式共存于一体。
小孩子走过去，量一量身高，可
以用三种计量方式互相换算，家
长轻松地将一个知识点教给了
孩子。

最网红的“景观”是由筑道
主创设计师、同济大学设计创意
学院外聘讲师郭泠设计的“翻转
同济”的装置。一面由蓝橙双色
圆筒组成的墙特别引人注目，每
个圆筒都可以转动，随之墙便不
断地变化着图案色彩。等公交

的时候随意转动几下，这墙的图
案便有了路人的创意。据说，这
面墙形成最多的图案是恋爱的
告白，年轻人喜欢交互的游戏，
这面墙便成为经过这条马路的
人们最喜欢的道具了。

这面墙的一边，有一块液晶
显示屏。设计师在这里设置了
交互屏，附近居民可以通过这块
屏了解最近场馆预约情况，按照
自己需要预约场地。只是因为
防疫的原因，校园暂时不对外开
放，预约功能也临时关闭。

“新话亭”也是很吸睛的装
置。电话亭在上海并不少见，赤
峰路上就曾经有不少。这些年，
手机普及，网络覆盖率高，这些
电话亭渐渐无人问津。同济大
学设计创意学院吴端教授领衔，
将电话亭做成了艺术装置，它们
站在马路边亭亭玉立，又美又
飒。功能上的改造使得这些电
话亭面临了未来复活的机遇和
可能。设计师在保留了公用电
话和报警电话功能外，增加了手
机充电功能，为即将电池耗尽的
低头族雪中送炭。站在公交车
站上等公交的时候，给手机增加
10%的电量，好撑到下一个目的
地。而扩展的互联网功能则为
新话亭留出了巨大的未来空间。

生活实验室
也是“创商”的实验店
“NICE2035”赤峰路的改造，

完全承接了四平路那条弄堂的
模 式 ，它 被 称 为“ 生 活 实 验
室”。通过一系列扎根社区的、

“小而互联”的、跨学科整合和逆
向创新项目，推动大学知识和资

源溢出，创造新模式和新经济，
使社区从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末
端走向前端。

在学校东门外有一溜商铺，
门前的人行道相对比较宽。这
次改造，设计师在人行道上留出
一个小广场，设计成台阶式小舞
台。这个舞台可以真实地用作
小型表演，这些阶梯也可以成为
座位。未来，这里会有很多小型
实验室，而这些舞台和座位，未
来可以成为上公开课、做讲座的
露天课堂。和四平路“未来原型
街”“NICE2035”那条弄堂一样，
学生和老师可以就街区的现成
资源和材料开展科研，社区居民
可以来这些实验室，参加各种科
普活动，甚至参与学校老师和学
生的研究工作。

在同济大学副校长娄永琪的
设想中，目前赤峰路上很多商铺，
未来都会被各类生活实验室替
代。但是，他强调，这并不是“招
商”，而是“创商”。创造一个环
境，创造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将商
业、产业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或
者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让想要
进驻的商户近悦远来，从生活实
验室开始，打造一个完全不一样
的产业生态。娄校长希望未来有
更多的企业在生活实验室里站起
来、做大，然后搬走。而这些生活
实验室，则继续静静地待在赤峰
路，与这里的居民一起成长，一起
创造新的科技成果，一起提升赤
峰路的科技体验感，一起营造社
区的科技含量，真正形成校区、社
区、园区三区的融合，将赤峰路打
造为上海创新的新引擎、策源地
和实验室。

跨区联动尝试
乡村振兴新模式

本报讯 杨颖 夏日炎炎，虹
桥南丰城瓜果飘香。吕巷蟠
桃、小皇冠西瓜、施泉葡萄等金
山特色农产品悉数亮相，来自
金山的二十多个特色摊位让周
边居民流连忘返。这是上海核
心商圈与郊区田园乡村共探的

“商农文旅”新模式项目乡村振
兴缤纷百果节的一幕。

活动现场，热情的消费者将
虹桥南丰城的丰尚街围得水泄
不通，各个摊位前都挤满了热情
前来的消费者。他们表示，听说
金山的特色果蔬来到市区，于是
早早就来到了虹桥南丰城，希望
能够一尝新鲜。

消费者一边品尝美味，一
边欣赏金山区的传统非遗文化
表演：吕巷小白龙、亭林腰鼓、
廊下打莲湘等都在现场热力开
演。这些有着金山传统民俗文
化特色的节目，展现了金山传
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感染
力。

本次活动是在长宁区与金
山区以往长期协作的基础上，
以“文旅赋能、农商结合”的新
模式探索乡村帮扶，而这次百
果节的开幕，就是这一成果的
集中展示。

“虹桥南丰城一直非常注
重助农活动。在我们看来，虹
桥南丰城作为一个商业平台，
可以给所有的农产品很好的展
示机会，也为来自农田的第一
口新鲜带来更好的品牌溢价能
力。”虹桥南丰城副总经理江锦
虹告诉记者。

事实上，像这样的金山农
产品进市区的活动，已经不是
第一次举办了。自去年金山
本地优质果蔬和文化产品首
次进入虹桥南丰城，受到了广
大消费者的热烈欢迎之后，今
年，虹桥南丰城再次引进金山
的农产品和民俗文化，并以更
丰富的形式为消费者带来升
级消费体验。

“翻转同济”改造后场景。 本版图片均据受访者供图

““街区涂鸦街区涂鸦””改造后场景改造后场景。。

““虹舞台虹舞台””改造后场景改造后场景。。 ““美好算法美好算法””改造后场景改造后场景。。 ““活树林活树林””改造后场景改造后场景。。

““新话亭新话亭””改造后场景改造后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