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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企共话“新国潮”
政企共推“创服务”

由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南翔智地企业总部园、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
商务有限公司、青年报社共同主办的“城市新势力，文创兴国潮”——园企共话

“新国潮”、政企共推“创服务”活动，近日在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成功举
办。来自政府、园区、老字号企业、创业者、金融机构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国
潮”文化与园区建设的融合，各家单位从自身角度分享了如何助力创业者获得
优质营商环境。 青年报见习记者 丁文佳

■城市脉搏

青年报 杨颖 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刘宇扬最近很忙，忙
着跑曹杨新村，带着曹杨新村的
居民们，去参观讲解他主持设计
的城市更新项目——曹杨百禧公
园。作为一位资深建筑设计师，
刘宇扬设计的作品很多，但百禧
公园是一个另类，另类到在国内
没有项目可以类比。独特的前生
今世，独特的结构设计，独特的设
计语言，让这个作品成为今年上
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代表作。

前生&今世
第一次看到百禧公园地块的

时候，刘宇扬的感觉是惊喜。他
说，在自己熟悉的城市当中，居然
还有这么一块形状奇特的边角料
土地，很难得。地块长超过800
米，最窄的地方仅有10米。这种
让普通人感觉很头痛的形状，恰
恰是设计师最能展现才华的素
材。这个地块上，原先是一条铁
轨，很多年前，有一条“真西支线”
从这里经过。1999年，真西支线
被正式废弃，这个狭长的地块被
改造成“曹杨铁路综合市场”，服
务于周边的居民，这在当时是一
件很轰动的事。城市发展很快，
各种商业新形态的出现，使得建
设于上世纪末的农贸市场越来越
远离居民生活。2019年6月，市
场被关停，这块地的“前生”在经
历了数次起伏后终于落幕。

按正常思路，这块地唯一的
用途是绿化带，充其量做一根健

身步道。但是，区政府和街道办
事处给出的改造方向是社区公
园。曹杨新村是上海最早的工
人新村之一，建筑密度和人口密
度都非常高，居民活动空间有
限。政府希望这一块土地的改
造，能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多高品
质的户外活动空间。刘宇扬接
下了这个项目，只用两天，就拿
出了初步方案。刘宇扬通过挖
掘场地文脉、建构空间场景，重
塑街道绿网，形成“长藤结瓜”般
的南北贯穿步行廊道。地块狭
窄，他向地下、向空中要面积，最
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多层级、
复合型步行体验式社区公园：半
地下的空间是一个艺术展廊，展
示着曹杨新村的幸福生活；地面
上休闲活动廊，大舞台、篮球场、
健身广场一应俱全；架空的云上
廊以多变的形态，让热爱行走的

人们云上漫步，一路上，居民区
绿树掩映，小学操场上孩子们嬉
戏欢闹，“幸福曹杨”不再抽象，
而是一幅生动的图景。刘宇扬
说，他希望改造后的空间如藤蔓
一样生长，设计为这里种下了一
些未来事件的种子，生活场景因
而逐渐改变及丰富。

烟火气&艺术范
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有了

一座只要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
的小公园，生活的乐趣和情趣都
提高了一个级数。早上，可以走
进小花园晨练，高架的步道正好
遮掩了日头；打完一遍太极拳，
坐在特意设计的座椅上，跟老邻
居聊聊家长里短，释放一下孤独
和压力；在高架的步道上随意走
走，没有马路上非机动车的干
扰，行走就是一种享受。公园门

口白色的地中海建筑是社区咖
啡馆，有咖啡瘾的居民也会选择
在这里小坐，比起大商圈的咖啡
店，这里的安静指数和性价比要
高不少。也可以选择在艺廊里
走走，曹杨新村的历史和生活，
在这里以一种非常艺术的方式
呈现。老曹杨人的童年记忆被
唤醒，新曹杨人则了解了自己脚
下曾经是怎样的一块热土。

社区的青少年也有了新的活
动空间，半地下的场地被设计成一
个非标篮球场，半掩在绿树鲜花
中，起跳投篮都会带起一缕花香。

当然，设计师的功力不仅仅
在于满足生活，百禧公园的艺术
范也是杠杠的。刘宇扬带着居
民们走上南北两段的连接点，那
是一座跨兰溪路的小桥，这座
桥，以江南水乡拱形桥为蓝本，
走上小桥顶端，便有了在水乡桥
上登高的感觉。放眼望去，一面
是大树的树梢，绿意一片，一面，
窄窄的兰溪路从树叶间露出半
边，像极了水乡的小河。步道南
侧，以环形廊桥连接左右的直线
云桥，前后各有一颗朴树穿过云
桥空隙，随着生长茎叶相互缠
绕，行经其中可碰触枝叶，让人
有了云端行走的感觉。

近一公里长的公园，艺术小
品随处可见，不经意中，似乎走
进了一个艺术展。这窄窄的小
花园，一步一景，一步一故事，就
像曹杨新村的《清明上河图》，曹
杨人的生活和情趣，会随着你的
脚步一步步展开。

本报讯 记者 明玉君 近日，
“遗珠拾粹运河行”暨“听江南——
小鹿带你游运河”专栏启动仪式在
同济大学举办。来自同济大学景
观学系的教授、城市规划系博士
以及文创领域创业者、专家等出
席活动，就沿运历史文化城镇的
可持续发展、区域品牌塑造、文化
生态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展开
了深度探讨，并聚焦沿运文化遗
产的活化利用深入研讨交流有关
文创产业、教育产业、文旅产业的
发展新趋势、新热点和新动能。

“大运河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
的特点，我们当前所做的研究还不
够。”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看来，不能
只考虑经济发展，要注重发掘江南
运河的文化内涵，把历史遗存原汁
原味的内容保留下来。

对此，同济大学景观学系教
授、博导严国泰深表赞同，他从维
护运河两岸现有村落的真实性和
完整性方面指出，要对运河沿线
重要的村落进行深入系统性的调
研。他强调，真正的历史建筑村
落，要修旧如故，以存其真。

“大运河有全方位的价值，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当之无愧
的。”活动现场，上海社科院教授
郑祖安做了激情发言。他表示，
沿运历史文化城镇除了原真性，
还要强调其个性及系统性，打造
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品牌。“大运
河沿线的古镇要热闹起来，具有
生活化的同时，展示非遗风采。”

百禧公园:从“城市伤疤”到“空中花园” 发掘运河文化
展示非遗风采

政企服务“联名”
共推园区创业力量

“园区利用空间载体承载着
新兴产业发展和文化底蕴的延
续，而这承载内容需要对区域、
居民、产业人群有更大帮助。”南
翔智地企业总部园总经理郭耀
华在参观了上海世博城市最佳
实践区时感慨。

“新国潮”的创业方向涵盖
衣食住行，带着如何让“国潮”文
化与园区更好地深入结合，如何
助力创业者拥有更好的营商环
境的这些思考，在世博城市最
佳实践区内参观的一行人表示，
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文化理
念正是与这些园区企业发展不
谋而合。在上海众多文创园区
建设中，起源于此的“城市，让生
活更美好”理念构成了园区的文
化氛围，为城市软实力的建设发
力。同时，城市最佳实践区作为

孵化优质创新项目的示范点，在
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
桥梁和扶持作用，促进了更多文
创企业融合发展。

全市首创
创业融资政策延伸一线网点

会上，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
与党建共建单位——中国银行
上海市黄浦支行、交通银行上海
市西藏南路支行联合制定了扶
持计划，共同发布了为初创期企
业推出的“创业担保贷”联名政
策宣传折页。据悉，该联名政策
宣传折页将覆盖区域内所有社
区、园区及相关银行的一线网点
窗口。作为全市首创将贷款政
策延伸到银行网点窗口的服务
举措，此次扩点助创，既方便了
创业企业，又优化了营商环境。
此外，黄浦区商务委也在会上发
布了文创项目对接资源等政策，
共同铸就创业服务的坚实力量。

大赛见成效
学生作品入选老字号
黄浦区自四年前首创推行了

“老字号·新活力”创新创业专项
行动计划以来，老字号·新活力创
新挑战赛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
力求让更多创业青年能积极参与
老字号品牌创新。今年，老字号
品牌老城隍庙将在大赛期间将带
领高校学生走进豫园，实地探访
历史文化和营商氛围，目前已有
来自上海大学的学生关于梨膏糖
和五香豆的产品设计稿入选。同
样是国民老字号品牌的三枪集团
也已陆续走进多所高校，并计划
将于11月再度走进华东理工大
学，寄希望于以年轻视角为老字
号提供创新方向。

圆桌交流为园企“搭桥”
寻求“新国潮”合作伙伴
“新国潮”的定义早已突破

了国货品牌的范畴，见证了文
化、科技全面崛起的繁荣。参与
会议的众多创新企业也都在探
索“新国潮”的文化发展趋势，不
仅为专项对接老字号需求而来，
也在圆桌交流环节与不同类企
业互动中，快速匹配合作伙伴。

南翔智地企业总部园在今年
建党百年华诞之际，发布了一款
南翔红色地标主题的上海公共交
通卡。党总支书记宣琳琳认为，
在文化产业中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盘活本土红色资源，能为青年
文创设计打开新局面。她也强
调，“圆桌交流能让园区和园区、
企业和企业之间形成合作契机”。

作为园区企业代表，上海大
越人居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徐一大，为
大家带来了题为《用世界语言讲
中国故事》的精彩分享，他表示
用心的文创作品，正如有韵味的
山水画，别致和匠心是做好国潮

文化的关键所在。teamLab无界
美术馆在实践区开馆两年来一
直保持持续热度，力求在艺术领
域融合“新国潮”发展。品牌总
监陈加佳介绍，明后年计划落地
中国传统文化 IP 的沉浸式展
览。乐逢法式厨艺学院在实践
区入驻了多年，校长 Coco表示，
他们将桂花、红豆、茉莉等本土
食材、老字号品牌传统的形式或
概念，比如元宝、粽子等，融入法
式甜点，“在口感、造型、呈现等
创意端进行锤炼，和中国本土食
客产生更强的文化共鸣”。在圆
桌交流期间，黄浦区就业促进中
心也表示，长期以来为企业“搭
桥”赋能，连续 5 年举办创智学
苑，针对不同阶段的创业人群开
展各类创业活动，不同企业能通
过平台找准定位，寻求建议和合
作，未来也将助力更多创业者解
决办事难点及痛点，打造更优质
的营商环境。

百禧公园受市民喜爱。 青年报 杨颖 摄

园企共话“新国潮”，政企共推“创服务”活动近日举办。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