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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驿站 大文章
400余件设计方案“拼刺刀”

30个基础设施项目变“真题”

出题：驿站变身
解题：一叶知秋 园中之园

区域性商圈如何与社区
打成一片？社区生活如何与
商圈和园区融为一体？如何
让年轻群体在社交活动的参
与过程中得到情绪价值的释
放和生活方式的更新？最近，
上海漕河泾印象城与在地社
区作了一次很好的合作，全新
升级的“心漕澎湃2.0”系列主
题活动应运而生，以“ei! 交
个朋友”的口号打开社交新世
界，其中“谈得‘龙’”系列，通
过艺术家联动、社群共创、脱
口秀引入、全新生活方式快
闪、园区与街道共建等策略，
打破规则，重塑消费者潮流年
轻力社交新体验。

除此之外，春节期间，乌
镇戏剧节超人气剧目《哈！似
龙》将登陆漕河泾印象城，脱
口秀喜剧俱乐部《啥也不是》
举办开放式即兴喜剧互动体
验工坊。除了精彩有趣的演
出，“i人气趣手工坊”“e人社

牛大游行”等多项活动点燃春
节火热年味。火爆全网的“令
人心动的 CP”为情侣们提供
一个再认识一次的机会。

“心漕澎湃”的升级是商
家对社区、园区新消费时代个
性化升级的积极回应，“心漕
澎湃2.0”则注重与潮流年轻
人和周边园区白领的“精神共
鸣”，在输出商场个性化内容
的同时把握情绪共鸣。从Z
世代不同类型消费者的自我
定义出发，打破固有的社交圈
子，以丰富、有趣、注重互动的
社交活动，吸引和满足了不同
类型客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链接、提升消费者的交互社交
体验。

未来，漕河泾印象城将继
续关注消费者需求，不断创新
和突破，持续打造向上突破的
潮流年轻力，不断为“青年社
交场域”注入新内涵、新价
值。 杨颖/文

水上巴士是苏州河观光和
通勤的新方式，丹巴路码头驿站
品质提升成为中国美术学院建
筑艺术学院教师龚晨曦的关注
点。她告诉记者，他们团队查阅
了大量与苏州河相关的资料，尤
其考虑了码头本身的功能、苏州
河的特色城市活动和一些附近
的社区活动，希望码头驿站这个
场地能具备地方性，让来到这个
场地的市民真切感受到所在城
市的特色与状态。

设计团队笔下的码头驿站
像一个由3条宽宽的步道构成的
轻的龟壳，绿植从下而上蔓延过
去，地上桥下融为一体。

龚老师说，码头驿站以开放

的“壳-丘”为设计造型，其水平延
展感与苏州河流及河流对岸的高
架路水平线条相呼应，使之成为
类似基础设施的城市景观，而非
封闭的建筑体。更重要的是，作
为地形建筑式样的“壳-丘”可以
有效地将原先较为割裂的城市、
公园与码头三重空间集结，而框
架中主要的三根弧线，将城市人
行道上的人群、社区人群、码头登
船人群等其他众多来源的人流编
织在一起，通过引导组织人群流
动，更进一步重建空间连续性。

作为公共场所，码头驿站在
功能策划方面也融入了许多匠
心巧思。考虑到其位于苏州河
丹巴路码头的独特地理位置，设

计团队在驿站设计中专门设置
了一条“码头之弧”连接码头售
票处、等候区域和水上运动中
心，重视与苏州河码头自身公共
功能的协同，方便市民生活出
行。此外，苏州河作为一个带状
的公共空间，是龙舟竞赛、游艇
拉力赛、赛艇等水上运动训练的
优良场所，“壳-丘”致力于将这
块场地与苏州河水上观光和水
上运动等特色活动结合，塑造成
为更加活跃的公共空间，壳体的
顶部可以在苏州河举办龙舟或
赛艇比赛时作为看台。

你想不想在不久的将来到
这座视野开阔的“看台”上看龙
舟比赛呢？

上海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
地铁网络，20条线路经纬交织，
508座站点星罗棋布，车站设计
如何让乘车人感到心旷神怡？
轨交20号线三门路站做了一次
有意义的尝试。

设计团队基于江湾片区特
色，提出“星橙江湾”的设计概
念，以应对城市链接、场地布局、
配套设施、人文关怀与生态等四
方面问题。

三门路站整体色彩基调为
琉璃黄，设计团队将这一区域特
征色融入巧思之中，将出地面设
施色彩设计成灰白到橙黄的过
渡，打造“星光洒落”的效果。不
仅让站点与城市腹地巧妙链接，
实现基础设施与城市公共空间
相互赋能的设计目的，也能为晚
归过路的都市上班族送上温暖
星光，伴其同行，将人文关怀蕴
藏在细节之中。此外，设计团队
还沿场地横向设置了贯通的慢
行“星路”，沿路植入“美好生活
盒子”，新增亲子游乐、能量补给
站等公共服务功能，打造成为全
民共享、乐活绽放的“星路驿
站”。主要站点出入口附近设置
了超级城市家具，让市民和江湾

片区忙碌的上班族能在此小坐
闲谈，休憩赏景，慢下脚步感受
上海这座大都市的便利与舒适。

项目设计人丁纯说：“我们
希望结合江湾片区的生态特色、
历史底蕴、文化及智慧创新特色
以及人文关怀，打造站城一体、
和谐共生的特色基础设施，使孤
立的功能性基础设施变身成为
可游憩，可阅读，可玩，可赏，可
乐的市民生活‘星舞台’，给江湾
片区的市民带来便利。”

“我们鼓励建设单位以优秀
方案为基础，继续深化设计并落
地实施，做到设计对象的全覆盖
和设计成果的可实施。”上海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总工程师孙
珊说，“本次竞赛的举办初心是

‘温暖地区，点亮城市’。获奖作
品普遍从城市整体入手，结合周
边地区的功能和环境品质进行
协同设计，利用轨道交通站点、
人行天桥、河流洞闸等基础设施
增添便民服务设施和公共开放
空间，落实人民城市理念。并且
聚焦绿色低碳，创造出具有时代
美感的基础设施的新形势，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科技和生态的
含量。”

在郊野公园游玩，人们不会
对公园驿站陌生，补充水饮，如
厕洗手……但是，你见到过有如
园中园的驿站吗？

青浦区新城绿环启动段驿
站所在场地是青浦绿环与上海
市生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紧邻新城重要的乡村地区、生态
空间和公共开放空间，内部以大
片林地为主，自然生态环境良
好。在这里如何做出一个不一
样的驿站，给前来游玩的市民百

姓不一样的体验呢？
项目设计人之一的金星可

告诉记者，他们团队提出“一叶
知秋”的概念，以轻介入的方式
延续场地的生态郊野感。除了
居民日常所需，提供书吧、售卖、
冥想、卫生间等基本服务性功能
之外，特意在内部设计了开阔而
惬意舒缓的草地空间，可以举办
小型音乐会、可以露营，成为与
绿环既有有机联系又具有独立
性的休闲基地，让人们得以按下

忙碌生活的“暂停键”，享受更多
生活乐趣。

这样的设计，使得驿站本身
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景观，
丰富的活动可能性，也为这座驿
站提供了无限的想象。也许，你
会开车带着家人前来露营，也
许，你会专程前来参加草地音乐
会。夏天的夜晚可以观萤火虫，
冬日的下午可以打雪仗。

这样的郊野林带，不比市中
心的公园香吗？

出题：苏河造景
解题：立体苏州河岸，登高看龙舟

苏州河丹巴路码头驿站化身“壳-丘”，承载丰富的城市活动，为市
民生活增添更多乐趣；青浦新城绿环启动段驿站“一叶知秋”，聚焦自然
郊野生态提供多元户外休憩活动场所；轨交20号线三门路站以“星橙
江湾”的理念打造站城一体的特色基础设施，给忙碌的都市白领带来更
多人文关怀……这是2023上海基础设施设计竞赛活动交流分享的几
个亮眼的设计方案。

上海基础设施设计竞赛于2023年8月正式启动，面向国内外发布
了30个征集项目，共计收到参赛方案400余件，经过2轮专家评审，推
选出了近180件优秀作品。这些覆盖全市16个区、5种类型、共30个
基础设施的项目都是即将要实施建设的“真题”。 文/杨颖 实习生 陈怡雯

出题：站城一体
解题：沿路有“星光”生活有色彩

社区+园区+商区
打造青年社交新聚场

■城市动态

参赛者分享优秀的基础设施设计。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