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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蔡娴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
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海围绕大
都市这条主线，首次将城市空间艺术季、
城市设计挑战赛、大都市规划专家咨询会
等统筹推进，形成大都市规划系列活动。
其中，以“共栖”为主题的2023上海城市
空间艺术季将于9月24日开幕。

据市规划资源局副局长徐明前介绍，
本届城市空间艺术季将从9月24日一直
持续至11月20日。其间，全市20个展区
将通过“多空间、多场景、多维度”，共同演
绎“共栖”这一主题。

全市20个展区由“1+6+13”组成：1
个主题演绎展区，即徐汇西岸龙耀路以南
5公里的滨江地区，其中北侧穹顶艺术中

心本次全新亮相；6个重点样本展区，包括
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嘉
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的相
关展区；另有13个实践案例展区，也将从
不同层面展示各区各具特色的生态、绿色
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对于今年城市空间艺术季期间上海
如何推动文化艺术和公共美育进入到公
共空间的问题，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萧烨
璎表示，今年，市文旅局继推出“大美术馆
计划”“大博物馆计划”之后，正在深化实
施“社会大美育计划”。“打造100个‘社会
大美育’课堂，推出5000场艺术普及教育
活动”也被列为2023年上海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着力协同全市各级各类专业文化
场馆和机构的力量，将更多专业艺术资源
转化为“全民、全龄、全域、全时”的社会美

育资源。
城市空间艺术季举办期间，市文旅局

还将联合浦东新区继续举办2023年长三
角及全国部分省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
赛，来持续发现和推出一批“美”“好”“新”
的公共文化空间创新案例。并鼓励全市
有条件的专业场馆机构开设移动剧场、移
动美术馆等，将专业艺术资源“下沉式”拓
展进入社区、学校、楼宇、园区等更多城市
公共空间内。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王为人介绍，上
海从2012年起，连续举办多届城市空间
艺术季、城市设计挑战赛、大都市规划专
家咨询会等系列活动，形成了集专业性、
前瞻性、群众性、艺术性等为一体的叫得
响的国际品牌。

此次的大都市规划系列活动将通过

举办城市空间艺术季展现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的生动实践，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上
海样板；通过举办城市设计挑战赛，创新
集成助力地区高质量开发建设，提升上海

“设计之都”品牌价值；通过举办大都市规
划专家咨询会，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交流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还将专门召开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专项咨询会，进一
步加强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和传统文化传
承工作。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苗
泽表示，大都市规划系列活动旨在为规划设
计同行提供发挥聪明才智、展现思想智慧的
平台，将各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理念和行
动向全国推广、向世界展示，为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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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间多场景多维度绎多空间多场景多维度绎““共栖共栖””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拥有“世界第一拱”美誉的卢
浦大桥本月28日迎来通车运营20周年纪
念日。20年前，市政总院担纲了卢浦大
桥设计任务；20年后，市政总院又当仁不
让地肩负起卢浦大桥结构性大修工作，为
大桥“强身健体”。记者昨天从市政总院
获悉，“世界第一拱”维修工程顺利完工。

百年大桥靠养护
卢浦大桥是上海市区骨干路网中的一

座越江特大桥梁，同时也是世界最大跨度的
钢箱拱桥。该桥为中承式空间提篮系杆拱
桥，主跨550m，主桥全长750m，双向6车道。
建成通车以来，历经20年的高负荷运行（双
向日平均流量13万辆次），大桥水平拉索系
统、除湿系统、内表面涂装、边跨排水等先后
出现缺陷和病害。为了让桥体始终保持“年
轻态”，经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批复，卢浦
大桥于2022年6月启动维修工程，已于近日
竣工验收。工程由卢浦大桥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建设，上海市政总院旗下的上海市
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负责设计。

打造中国人的“百年大桥”，不仅在
建，更在养护。作为首次开展的特大跨径
钢结构拱桥维修工程，工程项目团队将过
往经验与现代智慧结合，针对工程中难
点，做到“一分项、一方案、一优化”。

本次维修主要增强主体结构的防护，
更换寿命到期的附属设施组件，对于确保
大桥主体结构的使用安全和百年设计使
用寿命十分关键。通过此次大修，进一步
提高桥梁结构稳定性、提升桥梁外观形
象、强化智慧数字化特性。

工程坚持以民为本、安全至上的理
念，多措并举降低噪音污染，工程中更换
声屏障，优化声屏障连接工艺（采用骑马
钢板），降低噪音污染，并大幅减少施工时
间。在施工过程中，对发电机包覆消音棉
减小噪音，利用夜间施工，最大程度减少
扰民及封道带来的交通影响。

为提升行车体验，道路照明由原高
压钠灯改造为 LED 节能灯，不仅有效降
低了能耗，节能减排41%，还能更好地模
拟自然光，更清晰地照亮路面，为广大居
民营造更加舒适、安全的夜间出行环境，
保障夜间行车安全。同时，LED灯具有较
小的体积和灵活的设计，可以很好地融
入到城市的景观设计中，提升城市的美
观度。

“马鞍形”托架除隐患
维修工程还结合数字化设计，基于

人脸识别技术，搭建安全监管平台，团
队自主研制移动视频监控装置和环境
监测装置，对梁内、拱内施工区段的氧
含量、粉尘浓度、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等

进行24小时远程监测，全面提升管理水
平和效率。

横向贯穿于桥面及桥体的 16 根水
平拉索是卢浦大桥的“生命索”，主要用
于平衡卢浦大桥主拱所传递的强大水平
推力，有约 2 万吨。然而，饱经多年风
霜，用于支撑水平拉索的竖向托架出现
易脱空、损坏的情况。项目团队发挥其
强大的研发能力，研制出的可调节高度
的“马鞍形”托架，由单点接触调整为面
接触，显著增加了承重面积，确保竖向托
架不脱空，降低了因托架稳定性造成的
安全隐患。

此外，原卢浦大桥施工时检修道采用
了完全“封死”的焊接式钢面板，开启较为
困难，通过这次维修，对检修步道进行“开
启”式改造，为大桥水平拉索的可视化巡
检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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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浦大桥完成首次结构性大修

“世界第一拱”保持“年轻态”

穹顶艺术中心将全新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