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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 日，中建万科·理想之
地中瑞零碳建筑项目示范工程落
成仪式在新新所举办，展示了理想
之地零碳建筑项目实践合作成果，
中瑞两国在建筑行业减排领域共
同畅谈美好合作未来。中瑞零碳建
筑项目，旨在通过引入瑞士的经验
和技术，支持中国制定零碳建筑技
术标准和建筑行业中长期碳减排
路线图，并在不同气候区建设零碳
建筑示范工程，同时开展多种形式
的能力建设活动，最终推动中国建
筑行业的碳中和发展。经过三个批
次的遴选，目前已选取了 10 个示
范工程，覆盖包括办公、住宅、学校
等不同的建筑类型。
理想之地作为万科“未来城市

理想单元”全国首个项目，在未来城
市“活力、低碳、智慧”三个理念下，
以“建筑即公园，社区即城市”的
10-15 分钟未来城市理想单元为目
标，致力于在新城打造和市中心一样
的生活方式。项目整体实施低碳社
区，东部四个地块实施近零碳社区，
每年约相当于 25 万棵树的减碳贡
献。住宅全部实施超低能耗，春熙集、
新新所和幼儿园实施近零能耗和绿
建三星。
同时，低碳技术的运用强调和人

们的生产生活场景相结合：例如首
个社区商业光储直柔系统、商业湿
垃圾 100%就地处理、光伏光热一体
化、气凝胶绝热材料等 20 余项前沿
技术，实现了从实验室到生活场景
的应用，让普通人看得到、用得好，
并且能从中获益。零碳咖啡、旧物回
收等低碳相关的社群活动，受到业
主的欢迎。
2023年 4 月，理想之地入选国

际合作项目“中瑞零碳建筑项目示
范工程”第二批示范项目。自 2023
年 5 月启动后，经过中瑞团队约一
年多的共同努力，目前项目已正式
落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计划财务与

外事司副司长李喆表示，上海作为中
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正
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以及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紧
迫性。理想之地社区零碳示范工程的
落成，正是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双
碳”战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
具体行动。
万科从 2005 年深圳万科城 4

期绿建三星住宅项目的探索，到理
想之地零碳建筑的落成。目前理想
之地已入选多项国际和国家级创新
示范，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计划
财务与外事司和瑞士合作开发署联
合发起的中瑞零碳建筑示范工程，
科技部“零碳建筑”、“直流机电”2
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示范
工程等。这次合作充分体现瑞士建
筑设计理念在中国的适用性，展示
了理想之地近零碳技术、产品、材料
和组织运行管理方式，有望为城市
带来更多美好体验，开启全新“双
碳”篇章。

虹口百年光影的海派传承
理想之地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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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世界城市智能可持续峰会：智能更兴，繁花绽放

7月 27 日， 由新闻晨报主办的天马读
书会第 II 期暨“一路星光，双面虹口”虹口
海派文化论坛活动在弘安里举行， 沪上知
名作家马尚龙与文艺评论家孙孟晋亲临开

讲，溯源虹口电影发展历程，发掘虹口海派
文化蕴藏，丰富虹口“文化三地”建设中的
生动实践。

《城市可阅读》战略签约仪式

峰会开场，WUS 团队主持人贾蔚怡介绍

嘉宾，并感谢大家齐聚共话城市“智能更兴”
的全新议题。吴志强院士首先为峰会致辞，吴
院士介绍了WUS 团队在城市智能可持续发
展各领域的最新成果，引领智能更兴的新质发
展路径。吴院士鼓励年轻一代设计师、规划师
拥抱智能技术，在未来城市发展新纪元勇敢创
新、向善创新。
在峰会上，世界规划教育组织与上海

报业集团新闻晨报就《城市可阅读》项目
正式签约战略合作协议，在未来，双方将
基于城市空间精细化治理、城市品牌内涵
挖掘、城市文化传播、城市更新新技术新
模式等重要议题，共创城市活动、共生城
市内容。

重磅嘉宾峰会分享及互动

峰会现场，三位嘉宾分别从大建设向城市
更新的转型、城市建设向城市运营的转型、传
统规划向数智规划的转型三个视角分享了成
功案例和前沿观点。
其中，杨浦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副局长、

高级工程师成元一 ，分享《智慧滨江 卓越水
岸———杨浦滨江的蝶变转型》；高和更新
CEO、高和资本产品总监王柯翔分享了《片区
更新资金平衡新算法———实施型城市设计的
经济图层与财务模型》；筑加智慧城市总经
理、同济大学深圳校友会副会长杨军分享了
《深圳城市智能更新：CIM数字底座实践与技
术应用》
此外，娄永琪副校长、张尚武院长等嘉宾

也与分享嘉宾互动交流，发表了自己对于城
市“智能更兴”方面的观点和思考。张尚武院
长强调了城市更新、城市治理和数智化在现
代城市中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三方面的结合
是推动城市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
因素；娄永琪副校长在发言中探讨了繁花主
题对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启示，强调了科学技
术和软实力在实现美好生活中的作用。他呼
吁大家共同努力，通过科技手段提升城市的
生活质量。
第十五届世界城市智能可持续峰会的举

办，凝聚了各方的智慧与共识，必将进一步推
动城市“智能更兴”可持续发展事业的蓬勃
发展，让更多青年人才加入到城市创新的进
程中来。

7月 27 日，第十五届世界城市智能可持
续峰会于在上海市杨浦区杨浦滨江明华糖

仓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同济大学
副校长娄永琪、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院长张尚武、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副书记及副总裁邹子敬、上
海报业集团新闻报社社长秦川等来自学界、
产业界和各知名设计机构的城市创新领军

人物和团队出席。

虹口金三角，中国电影的发祥地

“电影，早先叫做电光影戏，是城市文化
与科学技术深度耦合的产物，虹口正好提供了
这样的土壤。”虹口缘何能成为电影发源地，
马尚龙先生提出新见解。中国的第一次电影
放映、第一座电影院，都发生于虹口。从坐落
在海宁路乍浦路口的虹口大戏院往外数，奥迪
安大戏院、国民大戏院、融光大戏院等鳞次栉
比。鼎盛时期，虹口电影院的数量占到整个上
海的一半。据马尚龙介绍，当时好莱坞八大电
影公司，有 6家把上海分公司设在虹口的河
滨大楼，上海早期的华商影业公司，有近 50
家成立于此，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源头，往前
追溯即是 1925 年邵醉翁等人在虹口东横浜
路 38 号创立的天一影片公司和明星影片公
司。看电影，俨然成为当时的名人大家，艺术
青年所热衷的生活方式，鲁迅先生就是其中最
知名的影迷。

过河读书去，人文与建筑的双向奔赴

“电影像是一扇窗，打开每个人深藏的内
心。”评论家孙孟晋看到电影艺术柔软的那一
面。即便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以新文
化战士形象深入人心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中，
逾百次记录他与广平、海婴和朋友们去观影
的温暖日常。不止鲁迅先生，当时生活，战斗
在虹口的诸多文人如施蛰存、冯雪峰、丁玲、
穆时英、田汉、夏衍等一批文化名人，也是电
影爱好者。

他们，是观众，更是创作者，创造了上海
海派文化宝贵的财富，那些在多伦路巷陌的
名人故居，历史建筑被悉心保护；鲁迅先生与
挚友内山完造友谊的见证———内山书店迎来
更新，活化使用；鲁迅小道，成为虹口市民们
精神行走的道路。虹口，挖掘丰富的海派文化
蕴藏，让建筑与街道，折叠时间，重现当年的
风貌与情景，让“过河读书去”成为一种人文
生活方式。

赋活新海派，成片历保的传承创新

风貌，历经百年时间洗濯，焕发愈有腔
调的风情。虹口，在上海城市更新的时代进
程中，对成片历史风貌建筑，地脉文化遗
存，犹如修复文物一样细致地考据整理，系
统性规划，激发城市建设的企业主体成为
风貌更新的力量，焕活虹口海派人文生活
的触点。原虹口 18 街坊，已在保存一片老
街巷的基础上建成了文化时尚街区今潮 8
弄，基于风貌保护建筑和地块名人活动史

实，还在建设上海文学馆，打造上海沉浸式
文艺体验地。
与之比邻的虹口 17 街坊 （弘安里），

2024 年上半年举办“天马归弘”论坛，赋活天
马书店，构建虹口艺文生活的新空间。未来，
随着安康苑、静安北站等历史风貌保护项目的
更新，彼时，目光所及，建筑可阅读，脚步所至，
街道可漫游。

风貌弘安里，新海派人文生活风尚

让走进“时间流动”的街区，感受“活”的
历史，住在海派的风情里。弘安里，传承保护
风貌建筑的骨骼与肌理，挖掘地块的历史文
化，将写在史籍，读本的故事传奇，通过景观设
计，空间展示等二次创作的形式，植入社区的
里弄，节点，打造六境四艺八园的繁华巷弄里。
同时，弘安里，创新赋活形式，把空间转换成剧
场，举办系列天马读书会活动，传承风貌，绵延
文化，领潮上海新海派生活风尚，丰富虹口海
派文化传承的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