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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宁区的中环桥下，这里的公共空间
结合“一江一河”改造，引入专业的建设运
营商（洛克公园），把“街区文化、休憩体
育”功能复合植入。经常有市民来此休闲、打
球，成为不少运动达人的“新宠”。一时间，
原来的一处“水泥森林”已经变为“人气网
红”。
“看一眼就爱上了这里的运动场。”喜

爱体育运动的市民包先生，对于城市的体育
设施十分关注，他表示利用桥下空间打造休
闲锻炼的运动场，为像他一样热爱运动的年
轻人提供了便利。
市民许小姐隔三差五都要沿着苏州河

晨跑，每每跑经此处都让她心情愉快，“每次
快到中环时，我就想粉色空间快到了，感觉
脚步也轻快了不少！”

除了年轻人外，长宁区中环高架苏州河
桥下的公共空间也备受老年居民青睐。在猎
豹篮球棚房内，今年 68岁的市民胡女士抱
着篮球走到场上，站定、抬手、起跳、投篮，几
个动作一气呵成，篮球稳稳地落入篮筐。胡
女士说，现在是全民健身时代，这个桥下空
间藏着很多“高颜值”运动场，真是令人大
开眼界。

长宁区的中环桥下的场地分为 4 个部
分，采用 3 种动物形象作为主题展现，分别
是粉色的“火烈鸟”、深黄色的“猎豹”、黑
白条纹的“斑马”，囊括体育服务中心、带顶
篷的篮球场、室外篮球场、足球场、沿岸步道
和猎豹景观绿化公园等。
据介绍，在“猎豹”区域，曾经来过一群

拍摄“一镜到底”视频的年轻人。他们在这
里像是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乐队主唱是
名土生土长的上海“90 后”女孩，平时会在
上海各地寻找新奇有趣的地点拍摄视频，与
乐队现场演唱歌曲，再将视频分享至 B站、
抖音等平台。
“这里真的太可爱了！”乐队成员表示，

他们在上海很多高架桥下空间都拍摄过视
频，但以往高架、天桥下方都比较“阴暗”，
缺乏趣味，“没想到上海现在也有这么可爱
的高架桥。”
眼下，家住市区的居民想要找一处大型

运动场地打篮球、踢足球，往往只能到市郊
地带才有理想场地。市区里的很多场地，也
因商场营业时间而受到使用限制。“在高架
桥下打篮球，不用担心时间和噪音扰民，在

河边打球还有自然风，不用开空调，还能顺
便‘低碳实践’一下。”有市民说道。

“猎豹有拼搏勇猛之意，火烈鸟代表了
年轻时尚，而斑马则是优雅精致的表率。“创
造出“火烈鸟”等“动物系”高架桥下空间
设计的是一家上海本土设计公司，设计师谈
及构思时如此表示。
在承接设计任务之初，设计师特意对中

环线和苏州河沿岸进行了调研，了解到周边
主要为住宅小区，是典型的高密度社区。与
此同时，周边居民对公共开放空间的需求非
常迫切，但中环北虹立交自启用以来，桥下
一直都是半封闭状态，主要为市政抢险车停
靠处和临时停车场。如何将这一“灰空间”
为更多市民所用，是此次设计的破题之道。
“我们想到能否采用时尚感强的配色，

并且大胆使用动物图案，为这片既被遗忘也
被期待的区域赋予新的身份。”很快，一个融
合了多功能运动球场、艺术空间、休息驿站、
景观绿化小品的设计方案就此出炉。
设计师表示，动物元素代表了这一桥下

区域的运动主题，并且在高架桥柱上粉刷动
物图案，采用了绘画专用的丙烯颜料，在确
保不影响驾驶员行车视线的情况下，实现了
不容易褪色、后续维保成本相对较低的方
案。
为了使桥荫桥孔设施设置与周边整体

环境更加和谐统一，去年下半年以来，本市

开展桥下空间专项整治行动，部分中心城区
也进行了桥下空间品质提升各具特色的创
新试点，社会反响较好。
目前，本市已建立了“市级指导、属地实

施”的桥下空间品质提升工作机制，打造出
一批有体验度的“桥荫新空间”示范点。比
如，位于中山西路三汇路的徐汇区高泊（Go
Parking）公共停车场，整治后环境整洁、服
务规范、智能化程度高，品牌效应彰显。
黄浦区南北高架桥下空间也正在打造

“城市绿洲”。建设者与绿化部门合作，突破
常规，通过丰富植物配置、改善种植环境、增
添趣味小品，利用植物和非植物元素，合理
组合，提升桥下城市空间绿化微景观。
通过更新空间治理，上海的“桥荫新空

间”更有温度。市道路运输局、市道运中心以
“城市更新”和“空间治理”作为切入点，对
本市桥下空间品质提升工作开展全面研究，
对既有桥下空间设施按照“精细化、标准化、
特色化”进行规范和提升，通过空间治理打
造“桥荫新空间”。
位于万航渡路凯旋路附近的凯旋路桥

涵，也是一块改造后的“样板”。万航渡路南
侧设有儿童游乐设施、彩绘墙、座椅、儿童攀
爬墙；万航渡路北侧设有艺术亭、柠檬伞、座
椅、不锈钢小舞台、售卖机等。
凯旋路桥下的儿童游乐设施柠檬糖，由

绳索、秋千、传声筒等设施组成，厚实的绳索
让小朋友体验攀爬的乐趣；巨大的秋千椅来
回荡漾，市民在此可以一边欣赏车水马龙的
现代城市，一边感受苏州河的微风拂面。

晨报记者 钟 晖

在大街上穿行之时，你是否注意过桥下空间的面貌？眼下，这一处最容易被忽略的空间，正

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足球场、篮球场、智慧停车场、绿色花园、艺术空间……不少桥下空间正在

“七十二变”，走过路过的市民，不经意间就能得到惊喜。

记者从市道运中心获悉，沪上正在着手打造的桥荫新空间，要做到能休憩、可阅读、有温

度，要让灰色的“水泥森林”变得更加生活化、更具亲和力。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明确提出发展目标是：“繁荣创新、健康生态、幸福人

文”。根据“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相关精神，本市市、区两

级道路运输部门正在对桥下空间品质实施提升。

申城桥荫空间正在“变变变”
变身足球场、篮球场、绿色花园……让市民享受更多高品质公共空间

记者 钟 晖

晨报讯 你知道什么是 “道班
房”吗？道班房是养护工人日常驻守
的地方，里面还堆放着材料工具以及
作业车辆等。随着本市新一轮桥下空
间品质提升拉开了序幕，经过改造的
“道班房”也将最大限度地融入周边
社区整体风貌，变成了独特的“道梦
空间”和城市景观。
如何让道班房焕然一新，与城市

景观相得益彰？上中西路道班基地改
造提升项目就作出了回答。
地处徐汇区的上中西路道班基

地，位于中环线（浦西段）与虹梅南路
高架立交处，占地面积约 3300 平方
米。看上去陈旧的基地实际使用时间
并不长，但由于整体布局划分不协
调，空间功能使用上相对单一，材料、
机具堆放不合理，使得整体风貌略显
陈旧，与徐汇区周边环境并不协调；
加之基地内技防措施相对单一，存在
隐患和漏洞。
据市道运局披露，道班房在改造

时，其外部遵循“留白”的原则，充满
设计感，与徐汇区市容市貌及周边街
区环境相融合。功能使用区域划分合
理、人车分离清晰，由多个集装箱组

合成的内部建筑更有层次感，同时兼
具模块化可移动、安全性完整以及生
态环保的设计理念。
如今的上中西路道班基地，跳脱

出了原有传统道班房的布局模式，从
前不起眼的道班房被打造成为了一个
兼具使用性和现代感的新空间。那么，
在改造过程中，他们做了哪些努力呢？
据建设者披露，布局方面要根据

实际使用需求，将混乱的内部流线梳
理清楚，总体布局分成仓储区、停车
区、办公区以及备勤区四个大区域；将
人行、车行流线分开，分别安插到每个
大区，保证高效流畅的动线同时做到
安全独立。
为了打造全方位的精细化管理养

护基地，在基地内展台位置，安装了多
功能高清信息显示屏系统，把 LED显
示屏、人行道闸（含人脸识别及测温
功能）、车行道闸集成为一个系统，对
进出人行道闸的人员自动鉴别和统
计，可以区分是否为基地内人员或外
来访客。
同时，根据当前对于养护基地疫

情防控工作的管理，依据人脸识别单
元自动对进入基地人员进行体温测
量，如有超限立即报警。使得基地日常
防疫工作通过信息化、数据化工具解

决，形成闭环管理。
办公区建筑主要由两个会议室和

若干个办公室组成，通过垂直方向的
变化，组合出了两种形式的办公室、一
个可容纳 20 人的大会议室以及一个
可容纳 10人的小会议室。

同时根据不同功能设置，局部点
缀了一些绿色植物，使日常工作也能
拥有“绿色心情”；同时，增设人行区
无车流的布局，让人拥有温暖和安全
的新体验。
如今的上中西路道班基地，已经

焕然一新、今非昔比，摇身一变成为了
一个覆盖中环线（浦西段）至虹梅南
路高架城市快速路，层次明晰、规模适
当、反应灵敏、运转高效、配置合理、保
障有力的城市快速路综合养护基地，
实现了设施养护基地养护、应急、储备
“三位一体”。

随着桥孔品质提升改建，上海正
在集约化利用好这些桥下的“金边银
角”。未来，桥下空间的功能性将更
强、更有温度，将成为申城一道独特又
靓丽的风景。
今年，市区两级交通主管部门将

进一步推动一江一河区域及中心城区
桥下道班房的品质升级工作，今后这
样的道班房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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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桥下“灰色道班房”华丽变身
最大限度地融入周边社区整体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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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里予

晨报讯 市政府昨天召开会议，
部署全市2022年帮困送温暖工作。
今年春节期间全市帮困送温暖活动
预计覆盖对象约107.58万人，支出
资金约7.51亿元。其中，民政部门将
对重残无业人员等民政定期定量补
助对象、农村低保户中的不可扶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等进行节日补助，
补助标准为每人1000元；对低保家
庭（不含上述享受“特殊对象节日补
助”的人员）和享受因病支出型贫困
生活救助的家庭进行节日补助，补助
标准为1人户 700元，每增加 1人
增加100元。
另外，还将对御寒有困难的对

象、市区民政福利事业单位集中供

养对象、救助管理站滞留对象等开
展节日补助。
同时，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将对家庭生活困难的登记失业人员
发放节日补助，补助标准为每人
750元；市退役军人局将对享受国
家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含农
村籍退役士兵）发放节日补助，补
助标准为每人 1200 元。

此外，市教委、市总工会、团市
委、市妇联、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市
慈善基金会、市老年基金会、市帮困
互助基金会、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等部门和单位，
也将分别对困难学生、困难职工、困
难青少年、困难妇女、困难残疾人、
困难老人、烈士遗属等对象开展帮
困活动。

记者 谢克伟

晨报讯 本市医保部门昨天召
开的新闻通气会透露：从 1 月 1 日
起，本市正式执行新版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上海企业研发生产的 27
种药品通过谈判纳入全国医保药品
报销范围。此次目录调整过程中，
本市医保部门还降低了目录内
1300 多种乙类药品的自负比例，预
计 2022 年可为本市患者减负 19
亿元。
据悉，新版药品目录内药品总

数达 2860 种，其中西药 1486 种，
中成药 1374 种，为历年来最多。目
录涉及领域更宽，患者受益面更广，
74种目录外新增药品涉及 21 个临
床组别，包括肿瘤、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精神病、丙肝、艾滋、罕见病
等；其中 67 种目录外独家药品谈
判成功，平均降价61.71%。此外，新
版目录取消了目录内原有部分药品
的支付限定，大幅提升药品临床使
用范围。
据本市医保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顺利
落地，本市积极推进多项措施，通过
“数据先行、精准定位、协同配合”，
确保药品配备。

一是通过医疗机构交易数据，
逐个分析国家谈判药治疗领域，指
导医疗机构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在
采购中优先遴选罕见病、肿瘤和抗
疫类谈判药品，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二是向企业和医院了解谈判药品上

海供货情况和进院进展，及时开通
绿色通道，挂网新增药品，同步调整
结算系统，确保新增谈判药品‘买
得到、用得上、报得了’。”
本市正式执行新版国家医保药

品目录后，患者所需支付费用大大
减少。以乳腺癌治疗药甲磺酸艾立
布林注射液为例，纳入新版目录前，
该药一支近 4000 元，患者每疗程
总费用约 1.6 万元，患者需要自费
使用。纳入新版目录后，药品降幅达
到 80%，退休职工参保人在三级医
院购买该药品每疗程自负费用不足
1000 元，个人自负下降约 90%，极
大地减轻了参保患者的药费负担。
据了解，此次目录调整过程中，

本市医保部门还降低了目录内
1300 多种乙类药品的自负比例。以
治疗 2 型糖尿病的达格列净片为
例，个人先行自负比例由原来的
20%调降为 0%，患者药费负担进
一步减轻。以治疗乳腺癌的帕妥珠
单抗注射液为例，自负比例调整后，
患者每年医药费用负担减轻近万
元。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金春林表示，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关乎民生福祉，上海扎实推进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落地常态化、制
度化，统一执行新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并调降了药品的自负比例，体
现了上海医保部门始终坚持以保障
人民健康为己任，有效推动“三医
联动”改革，切实减轻了人民群众
看病用药费用负担。

2022年帮困送温暖将启动
覆盖超 107万人，支出资金约 7.51 亿元

上海执行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1300多种乙类药品自负比例降低，可为本市患者减负 19亿元

记者 徐妍斐

晨报讯 阳光虽然灿烂，但毫
无力道，昨日，申城“沐浴”在冷空
气中，全天冷飕飕。不过，本轮降温
的最低点还要数今天早晨，市区准
备迎接 0℃，而郊区，则要跌至迎接
-4℃到-2℃。

昨天，在冷高压的全面控制之
下，阳光大方露脸，但气温爬升艰
难：市区止步 6.1℃，配合着阵阵西
北风，冷也是真冷。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今晨市

区最低气温跌至冰点，郊区仅有
-4℃到 -下 2℃，有薄冰或冰冻。
好在北风平息，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止步 8℃。
周四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气温

回升势头被牢牢压制住，加上 4-5
级阵风 6 级的北风坐阵，晴冷依
旧。
这波弱冷空气将和暖湿气流正

面碰撞，给南方带来明显雨雪天气。
受其波及影响，上海周五后期会有
一场弱降水，晴冷转阴冷。

周六雨水暂歇，但早晚气温依
旧低迷。
周日弱冷空气和暖湿气流再次

切磋，阴冷上线。
本周气温虽然没有大幅跌宕，

但在弱冷空气的一再打压下，气温
很难抬头，冷的主基调一直持续。

申城本周晴冷、阴冷交替
今晨市区气温跌至冰点 周五会有一场弱降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