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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采纳或解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普规划资源〔2021〕5号

对区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
第145098号提案的会办意见

区发改委：

周元祝代表提出的关于“本区重点地区和“苏河之冠”发展建议”

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

（一）真如副中心规划工作

真如是上海地区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历史悠久，文脉深厚，曾是

上海重要的贸易中心、交通枢纽和工业基地。如今真如上海主城区 4

个副中心之一，将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和西部大都市区域的纽带，辐射

长三角的西北窗口。2017年，真如城市副中心地区开展规划评估，贯

彻十九大精神，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指导下，

落实“创新、人文、生态”的发展理念，开展了真如地区控制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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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局部调整，2018年，上海市政府批复真如副中心控详局部调整

规划。

规划真如副中心成为文化商业新地标，服务长三角地区的公共活

动中心。立足“服务长三角的公共活动中心”功能定位，以“五个公

共”为抓手，打造生态优先、功能集聚、文化多元、创新引领的综合

性城市副中心，成为服务上海西北地区的公共活动中心。

一是公共商务中心。在红旗村地块拆除的基础上建设高品质商务

办公、住宅组团，与长江高尚领域、百联集团地块形成真如副中心商

务核心群组，与真如 237坊北门户形成呼应，在商务集聚、科技创新

方面实现质的提升，形成城市文化、商业新地标。

二是公共服务设施。增设高等级文化、体育等综合公共服务设施，

强化真如形象，提升公共设施总量及服务品质，形成与城市副中心相

匹配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是公共交通支撑。状轨道交通 7号线、11号线和 15号线已经建

成运营，轨道交通 14号线为在待建线路。真如城市副中心地区轨交线

路整体分布较为均衡，规划范围内轨道交通站点 600 米覆盖率达到

82%，轨道交通整体服务水平较高。

四是公共空间开放。围绕现有空间结构，利用地区丰富的自然水

系和高压走廊内的绿地空间，规划建设长约 3公里的生态廊道，引入

慢行、游憩、活动等功能，构筑独具特征的生态网络和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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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公共历史文化体系。真如也以寺得名，缘寺成镇，至今已近

六百年历史。真如寺东北至礼泉路，南到武宁路 ，西邻桃浦河，东至

兰溪路。真如寺大殿是上海地区保留至今最古老的木结构房屋建筑，

其大殿为上海地区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 1993年真如寺正殿被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久以来，真如寺地区缘寺集市、由市成镇，

所以历来商贾云集，市场繁华。其作为宗教活动、市民活动的聚集之

地，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化积淀。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昔日城

乡结合部的乡里古镇，如今已身处都市的中心城区。

我局按照《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对转变城市发

展模式提出更高要求，更加关注城市功能与空间品质，关注区域协同

与社区激活，对真如城市副中心地区整体规划进行全盘布局。

（二）苏河之冠规划工作

为了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重要思想，按照市委市政府实施城市总体规划和一江一河贯通

提升工作的总体工作部署，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

能治理，根据普陀区委、区政府对苏州河贯通提升的整体安排，从统

筹苏州河沿岸整体发展角度，聚焦历史人文、产业提升、功能景观、

空间品质、公共服务、文化艺术、绿色生态，谋划普陀苏州河沿岸未

来发展提升，水岸联动、两岸互动，以点带面，着力打造苏州河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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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景观示范区、地标性滨水活力区，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我

局开展了苏河之冠滨水地区城市设计国际方案征集工作，以打造世界

级滨河开放空间为目标，为未来普陀区滨河开放空间的建设提供指导。

（1）优化提升苏河之冠地区生态空间

结合地区生态网络空间架构，深入研究分析苏州河地区生态空间

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苏州河地区生态空间与周边的关系及自身

生态建设的重点。在城市规划设计层面，满足人们不同类型、不同层

次的公共活动需求，构建连续性、多样性、高品质的开放空间网络。

（2）建立便捷慢行网络，加强跨河联系

在研究范围内，在对接周边综合交通发展现状及已有规划的基础

上，梳理区域交通网络，深入分析苏州河地区与周边主要交通通道、

设施的衔接关系。在城市设计范围内，重点关注疏解对外交通、优化

内部路网、建立慢行网络和组织静态交通等。构筑慢行交通网络体系，

结合城市道路与生态绿地，构筑复合型自行车交通体系，串联主要功

能节点，满足等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3）构建水岸联动的地标性滨水活力区

以苏州河滨河公共空间塑造为核心，激活苏州河腹地空间品质提

升，充分考虑整体界面打造、补充核心功能、完成苏州河周边产业优

化升级。以生态为核心，结合多元化业态，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倡导人性化尺度上的功能混合，实现滨水生态空间与腹地活力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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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

重点聚焦“苏河之冠”整体贯通概念设计、滨河开放空间系统建构、

空间断点辟通、生态多样性复育、景观环境提升、历史文化挖掘、主

题活动策划、服务设施设置与公共交通支撑。通过整体谋划布局实现

休闲、文化、观光、绿化等多元功能赋能，打造国际化新名片。

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提案者时参考。

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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