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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城事
在离黄浦江最近的咖啡馆，1967年的发电机陪你“白咖夜酒”

全球首个潮流滨水公园要来了

事发上海市中心，公园草坪被指“躺不平”

园方苦恼：“美”与“开放”如何兼得？
春日来临，不少人会选择与亲朋好友在闲暇的午后，前往

附近公园的草坪上歇息玩乐。上海公园中人满为患的消息，也
因此“刷屏”。但是，有市民反映，近日，他们在上海静安公园
草坪上休息时，遭到了保安的驱赶。工作人员表示，为了保护
草坪的观赏性，这片草坪仅允许体重较轻的儿童在上面玩耍。
公园草坪开放的边界在哪？静安公园的举措，引发了市民对此
话题的讨论。

疑惑：公园草坪为何不向成人开放？

“我一岁多的孩子跑到草坪上去了，孩子爸爸走上前去抱
孩子，被保安喝止。说是成人不能踩踏草坪。这个规定合理
吗？”
近日，一位带着孩子到静安公园出游的母亲，因在草坪上

活动的问题，和静安公园的保安，产生了不愉快。
“真是离谱，我们难道任由孩子跑掉吗？”这位母亲说。
她的遭遇不是个案。不少市民表示，自己在静安公园草坪

上活动时，遭到了保安的劝阻。一时间，无法在静安公园的草
坪上“躺平”，成为许多成年游客的遗憾。
3月 24日下午，记者在静安公园草坪附近看到，正如这些

市民所言。静安公园的草坪，是一个很适合“躺平”放松的地方。
春日时分，草坪周围的花树已经完全盛开，午后的阳光映

在青葱的草坪上，给人带来十分温和舒适的观感。美丽的景观，
吸引了许多市民驻足停留。一些小朋友在草坪奔跑玩耍，家长

们则坐在草坪旁边的石板地面上，遥遥守护着自己的孩子。
不过，记者发现，成年人不许踏上草坪，似乎已成了这座

公园里的“默契”，每当发现有成年人躺卧在草坪上，就有其
他游客向保安举报，领着保安驱赶躺在草坪上的游客。

解释：劝阻是为了维护草坪的观赏性

3 月 24 日下午，记者目睹游客领着保安，驱逐躺在草坪
上的成年人的举动。
当天下午，几名游客在草坪的边缘躺下没多久，保安就被

其他游客领着来到现场，只见保安直接上前制止居民躺在草
坪上的行为，市民看见保安的行动后，十分迅速地站起来，快
速地离开了草坪。

“我们确实不知道这里不能躺。如果这是公园的规定，我
按照规定去做就好啦。”这位被劝阻的年轻游客表示，他非常
尊重公园的规定。
“不过，这么好的草地，如果能开放给大家躺一躺，一定比

较舒服的。”他有些遗憾地说。
为何公园禁止成年游客踏上草坪？对此，静安公园工作人

员解释，这实际是为了保持草坪的观赏性。
“我们这片草坪很漂亮，是很多人喜欢拍照的地方。小孩

子在草坪跑一跑没关系的。但如果放任大人随意进入草坪，成
年人的体重很容易将草坪踩得斑斑驳驳，失去了观赏性。”
工作人员说，为了保护草坪，静安公园特意在草坪附近竖

了一块公告，鼓励市民文明使用草坪。
在草坪附近巡逻的保安也告诉记者，在公园里，有不少市

民会自发帮助他们监督其他游客：“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会
追问我们，问我们为什么不阻止他人踩踏草坪。”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全市范围已有至少 295 座公园，

317 处的草坪向市民游客开放共享，总面积达 500 多公顷，其
中的部分草坪，还向市民开放了露营服务。大多数公园以“应
开尽开”为原则，设置了供市民休闲活动的共享草坪。但确实
有部分公园因面积小、不可移动文物较多等原因，其公园草坪
仍以观赏为主，未向市民全部开放。

文/晨报记者 张益维 实习生 贺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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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厂房旧址变身城市会客厅
C位留给 1967年的发电机

喝喝咖啡，看看江景，怀怀旧，这是游客打卡海上之音的
“体验式三件套”。海上之音不久前刚刚试运营，上海船厂退
休的副总经济师葛珺有时会来坐坐。
19 元 / 杯的美式咖啡，在滨江各路咖啡里算是很 OK。

“这应该是杨浦滨江最亲民的咖啡价格了，一杯咖啡最低 1字
开头。”工作人员说。
吧台有酒，夜晚可以来一杯精酿。所谓白咖夜酒，正是如

此。
咖啡上的拉花像黄浦江水的波纹，更加引人思绪的是一

楼C位的发电机。葛珺知道它的故事，“这是日本大洋电机株
式会社制造的船用发电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从船厂修理的
外轮上换下来的。船厂把它修好之后，用作备用发电机，于是
它又能使用了。”
他说，当年电力短缺，负荷不够，有时码头修理船舶需要

做系泊试验，就用这台发电机发电。后来城市电力供应日趋完
善，发电机“光荣退休”。
2015 年，上海船厂浦西分厂搬走了，发电机竟“意外”留

在原地，如今成了海上之音一楼最显眼的标志，与窗外的铁轨
呼应。
葛珺告诉记者，铁轨是船厂门吊的轨道，门吊曾是船厂主

要的起重设备，“最多的时候，包括码头，包括船坞边上，前前
后后共有超过10台门吊。门吊要移动，就有了轨道，和铁路的
轨道是一样的。”
海上之音的名字，呼应当年船厂的声声船鸣。环顾工业风

与现代感交融的空间，葛珺有感而发：“很多人都来打听老厂
区的故事，我也想请新闻晨报记者牵个线，如果抖音想用船厂
老照片布置新地标，我很乐意提供。”

你在露台上看江景
船上的人也在看你

上到二楼，落地窗前又是一幅画：浦江对岸，“三件套”近
在眼前，再往西就是东方明珠。
铁制扶梯通往三楼露台，站在栏杆边俯瞰，就好像身处江

上一样。据说，黄浦江的水上航线，如果不进长江，就要在这里
调头。因此，这里每天来往的船只特别多。正所谓你在露台上
看江景，船上的人也在看你。
二楼和三楼，是海上之音的文化与社交空间，承载城市人

文策展、品牌活动和团建需求。“我们想在这里做更多的活动，
比如抖音电商一起做的‘点亮小店’。杨浦有很多新的企业，
可以邀请他们在二楼做抖音直播，通过线上的成交额帮助企
业获得经济增长。”工作人员说。
一楼的墙面也为抖音元素留出一方空间。帆布包、帽子、

钥匙圈……这些展示用的“抖音文创”，将来或许也会成为售
卖的商品。
海上之音负责人告诉记者，“海上之音”的名字，致敬黄

浦江自开埠以来在航运贸易中奔流不息的船只，它们不仅推
动了城市工业的崛起，也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这座
复合型的文化公共空间里，新的故事又开始了，艺术、音乐、科
技与文化将在这里深度融合。
“工业遗址变成了现代文旅资源，这里还将结合抖音平台

资源，策划音乐节、潮流运动季等特色主题活动，将杨浦滨江

打造成国际化潮流生活新高地。”

全球首个潮流滨水公园要来了！
工业遗址也有未来感

走上三楼露台，记者环视四周，老厂房旧址的新生就在眼
前。
海上之音背后，抖音集团上海滨江中心正在拔地生长。它

所在的位置，也是上海船厂浦西分厂旧址的一部分。场地里的
四跨厂房是历史建筑，得到了保护和改造。南侧两座历史建筑
将被翻新改造为访客中心，北侧两座历史建筑被重新设计成
抖音“同学们”的社区中心。
按照计划，这里将于 2025 年年底竣工，成为抖音的全球

总部。“这片区域里，会有抖音自己的文化展厅，以及 1.2 万平
方米的商业综合体，其中包括一个 3000 平方米的演艺中心，
未来会举办一些 life show或者市集。”工作人员介绍。
海上之音东侧是一座巨大的钢结构架子。“像不像一个天

然的演出场地？我们想把这里改造成一个音乐节的现场，打造
属于杨浦滨江的自有音乐厂牌‘海上之音-Breezin’。”
海上之音西侧，滨水广场也将迎来一场改造。这里将引入

顶级文化 IP，建设“滨江文化遗产走廊”，打造全球首个潮流
滨水公园，与艺术咖啡展厅联动。届时，滨水广场上的防汛河
堤和灯柱将布满艺术共创墙绘，海上之音将成为“艺术咖啡 +
展厅+画室 +文创”融合的空间。
这样看来，24小时亮灯的咖啡馆将和潮流滨水公园一起，

激活杨浦滨江的白天和夜晚，是不是很酷？

晨报记者 何雅君 摄影报道

要说距离黄浦江最近的咖啡馆，海上之音·抖音城市
文化会客厅一定拥有姓名。

玻璃幕墙宛若一面巨大的镜子，倒映着粼粼江面。 建
筑物与江岸之间，只不过隔了步道和一段铁轨。 玻璃幕墙
后面，是一个巨大的“铁家伙”的身影。 它占据了一楼咖啡
馆的 C 位，泛着锈迹的铭牌标示着它的名字———“自励交
流发电机”，1967 年制造。

杨浦滨江的工业风果然 next level， 还能对着发电机
喝咖啡？ “这里曾经是上海船厂的浦西分厂，发电机是船
厂留下的工业遗迹。 ” 海上之音负责人介绍，“不久之后，
这里将变成一座 24 小时的亮灯咖啡馆， 还会在隔壁广场
上打造全球首个‘潮流滨水公园+艺术咖啡展厅’。 当然，
它不仅仅是一座咖啡馆。 作为杨浦滨江的城市文化会客
厅，欢迎城市探索家们一起前来探索新玩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