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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师眼中的“人民城市”

城市蓝图并不是靠笔画出来的

很多人眼里，城市规划师笔下一画，门口就“有”了一条路，或者“有”了一块绿地。真的是这样吗？
在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原世博会期间的B1案例联合馆里，我们采访了上海市上规院城市规划设
计有限公司规划一所所长杨文耀，他参与了很多上海的重点项目规划，有过很多“笔下一画”的机会和经
历。在杨文耀的讲述中，“笔下一画”实在是人们对城市规划的误解。 青年报 杨颖 记者 孙琪

最核心的是公共利益
杨文耀参与的第一个重大

项目是虹桥枢纽地区的规划。
现在的虹桥商务区已经是高楼
林立，道路畅通，他参加规划的
时候，虹桥枢纽地区还是一片农
田，他跟着经验丰富的老师，在
这片田地里勘测、记录，讨论一
个个规划方案。

城市规划就是确保核心公
共利益前提下的空间供给和空
间设计，杨文耀说。虹桥枢纽横
跨了好几个行政区，涉及多种功
能和业态，整体定位与局部利益
的协调，近期建设与远期发展的
平衡都至关重要。因此，每一笔
都要非常慎重。规划过程中，各
方围绕虹桥板块打造商务区，都
希望规划的这支笔能够多支持
自己。杨文耀说，虽然商务板块
打造很重要，但规划的核心是保
证最主要的公共利益。对于规
划团队来说，国家级交通枢纽功
能才是虹桥板块规划的核心所
在，必须紧紧围绕交通枢纽，坚
持规划为交通枢纽服务，为面向
长三角的核心功能服务。规划
过程中，为了防止执行走样，他
们将规划方案做细。从交通枢
纽出发，他们规划了最合理的车
行系统，确保到发交通的快速集

散；设计了大量的地下通道和二
层连廊，保证行人的安全和便
捷；打造了“低高度、高密度、小
尺度”的街廓空间，为人们提供
舒适的环境品质。

今天的虹桥地区已经初见
规模，包括航空港、火车站、四叶
草等，大量的商务区也已经建
成。对于杨文耀来说，这是他成
为一名优秀规划师的第一份重
要答卷。

最坚守的是发展动力
目前，杨文耀和团队一起正

在深耕临港新片区。不了解临
港新片区的人会觉得那里的土
地供应充足，只愁没产业，不愁
没用地。但是，规划团队面临的
问题却恰好相反。按照市政府
要求，到2035年，临港新片区的
GDP要达到10000亿元。规划团
队就需要将这 10000 亿元指标

“分解”到每一块土地上，让每一
寸土地都来分担这些指标。

在土地市场，人们更倾向于
将更多的土地资源投放到价值
高、回报快的房地产开发中去。
但是，在充分调查了临港新片区
的土地储备状况后，杨文耀和他
的团队做了一个反向操作，将一
部分住宅和商业用地在规划中调
整为工业、仓储和研发用地，以确

保未来临港新片区的产业发展有
足够的空间。这一做法，得到了
业内专家的一致好评。

在做临港新片区规划的时
候，他们还主动提升自身服务意
识，践行“店小二”精神，积极主
动对接驻地企业发展需求，根据
产业项目诉求，量身定制空间落
地方案，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发展
要求。疫情期间，杨文耀团队成
员为确保新片区项目规划的顺
利推进，确保项目落地不受影

响，开启了“一周七天不休息，一
天24小时全待命”模式，从居家
办公变成了居家 24 小时办公。
他们知道，疫情的影响，新片区
建设和发展的作用就会变得尤
为重要。他们笑着调侃，“累一
点，苦一点，没关系，我们也是在
为一万亿的目标做贡献啊”。

最重要的是百姓诉求
不久前，记者走访了浦东

滨江沿岸，沿着黄浦江一路骑

行，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在被
沿途风景惊艳的同时，也不由
自主地赞叹浦东滨江全线贯
通建设规划的大手笔。这是
杨文耀所在团队参与的另一
项重要的规划，目前已基本建
成。历史上，浦东滨江沿线的
企 业 单 位 远 超 浦 西 ，很 多 企
业、码头占着滨水岸线，浦东
滨 江 很 多 段 岸 线 都 无 法 开
放。再加上浦东开发开放初
期，陆家嘴段岸线也早已建设
完 成 ，不 可 能 有 大 的 腾 挪 空
间，需要“螺丝壳里做道场”。

团队成员们认为，亲水是人
们基本的需求和天性，以规划引
领，实施东岸贯通项目，将浦东
黄浦江滨水第一界面释放出来，
还给公众，还给老百姓，这是提
高人民的生活品质的一项民心
工程。

杨文耀说：“人民城市，简单
来说就是‘人民的城市’，这个城
市是为人民服务的城市，同时，
人民作为城市的主人，是城市建
设的主体。城市规划有着很强
的公共属性，无论城市规划的编
制阶段、管理阶段还是实施阶
段，无论是新区开发建设，还是
旧区改造更新，都要把公众利益
放在第一位，以人民为中心，聚
焦人民的需求。”

青年报 杨颖 记者 孙琪

本报讯 黄浦区的旧改始于
打浦桥街道，当年斜三地块改
造，开创了全区旧改的先河。无
巧不成书，黄浦区旧改收官也在
打浦桥街道，随着最后一批二级
旧里通过征询，成片旧区改造将
成为历史。

旧改启动时，排摸、征询、听
意见、做工作，居委会干部忙得
不可开交。现在两轮征询结束，

居民们大部分完成签约，居委会
干部是不是不那么忙了呢？记
者走访了最后一批完成征询的
71地块，见到了建一居民区党总
支书记徐施寅，小徐有着打浦桥
街道很多居民区书记共同的特
点：亲切随和，快人快语。

听说了记者的来意，小徐给
记者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间轮
椅上坐着一位老人，站在后面的
小徐和旁边的人都汗湿了衣
服。这是今夏上海最热的一天，
这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要搬
家，帮助搬家的邻居到居委会借
轮椅车，小徐直觉靠几位邻居搞
不定，就带着居民区副书记赶了
过去，还顺便叫上了两位动迁组
的人。到了老人家里，有的扶，
有的搬，到了楼下，每个人都出
了一身大汗。正好遇到电视台
采访，记者帮他们留下了这张照
片。

对于小徐来说，旧改征询结
束，绝大部分居民都签了约，并
不意味着动迁工作的结束，只是
他们的工作重点从为居民答疑
解惑转到为居民排忧解难上来

了。类似于帮助那位独居老人
搬家的事，在建一居委会不胜枚
举。有的居民急于搬家找不到
房子，小徐会向他们推荐各方房
源；有的居民担心搬家后跟居委
会“失联”，小徐不厌其烦地上门
解释，保证居委会服务居民的工
作不断不乱……很多居民拉着
小徐的手说：虽然我们动迁了，
但你还是我们的书记，我们还要
回来看你的。

眼下，小徐又新增了一项工
作，就是当“老娘舅”。旧改征询
结束后，由动迁引发的各种矛
盾、纠纷有所增加。小徐告诉记
者，老城厢居民与居委会的关系
更加密切一些，在协商解决这些
纠纷的过程中，很多居民都首先
想到居委会，请居委会干部评
理、请居委会干部作证、请居委
会干部帮着做说服工作，等等。

有一家动迁户，家里4个女
儿，动迁分配和老母亲赡养问题
谈不拢，小徐多次约他们到居委
会协调，终于帮他们找到了大家
都能接受的方案。另一家动迁
户，作为承租人的哥哥去世了，

留下姑嫂二人，沟通不畅，小姑
怕利益受损，向居委会求助。小
徐给嫂子打电话，爱面子的嫂子
提出能不能不要到居委会，小徐
就指导他们自行协商。

小徐说，在调解这些纠纷
时，打浦桥街道推行的公益律师
制度也成为他们的好帮手，专业
律师帮助居民们梳理动迁利益
分配中的法律关系，用法律来规

范利益分配，化解了不少矛盾。
同时，居委会也会动用各方面的
资源，来解决旧改签约后产生的
种种矛盾。由于他们的努力，到
目前为止，动迁地块的居民矛盾
没有一例升级。

旧改征询结束了，签约也即
将告一段落，但居委会服务居民
不会结束，徐施寅们也会一直忙
下去。

城市规划师杨文耀。 本版受访者供图

迁走的是人，留下的是心
打浦桥街道建一居委会的动迁故事

徐施寅的工作得到了居民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