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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发改委〔2021〕7 号 
 

 

对区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第 145098 号提案的答复 

 

周元祝委员：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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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真如副中心发展的问题 

真如城市副中心，是根据 2001 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

体规划》设置的上海市四个城市副中心之一，规划范围东起岚皋路，

西至真北路，南至武宁路，北至富平路，规划总面积 6.16 平方公里。

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中，真如是 9 个主城副

中心之一。2007 年，真如城市副中心开发建设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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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提案中提到希望把真如地区和武宁地区重仓打造成为上海

第 19 个中央活动区，普陀区一直高度重视真如副中心的发展，与您

的思路高度契合，“十三五”以来，主要是取得了以下成效： 

1、顶层设计基本明确。开展真如地区国际方案征集，完成控规

修编，制定了《真如副中心 2017-2021 年行动计划》，指导真如城市

副中心开发建设。2018 年，真如地区 2018 版控规修编获市政府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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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开发建设有序推进。一是土地收储进展顺利，开发空间进一

步拓展。坚持腾地为王、拔点为先，完成土地收储 1070 亩、土地出

让 15.4 公顷，全面完成红旗村 7 幅地块、真如副中心 B04A-01 地块

出让。二是市政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服务效能全面升级。着力推进

真华路二期（铜川路—曹杨路）新建、规划固川路、A1-A4 地块地

下通道、E1、E2 地块地下公共通道等项目建设。H 型地下通道部分

将投入使用，配套设施更加完善。三是公共服务配套加快布局，民

生发展短板不断补齐。新建真如副中心养老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三源路福利院。开展文化、体育规划研究，真如体育场改建完成投

入使用，开展市体育宫棒球场改建工程。 

3、区域功能逐步完善。一是综合功能体系基本形成，助推城市

品质提升。城市综合体、古寺古镇、交通枢纽、绿廊公园等重点项

目加快推进，支撑城市发展的商业商务、交通枢纽、文化体验、休

闲娱乐、生态居住等综合功能体系基本形成，服务长三角的公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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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心建设形象初现。二是重大功能性项目初具规模，核心区商业

商务价值逐步彰显。新建建筑体量近 180 万平方米。其中，高•尚领

域项目、星光耀广场、中骏天誉家园均已全面竣工。同时，正着力

推进上海市中心城区最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红旗村”项目——

真如境、铜川路水产市场“城中村”改造项目。 

4、产业发展卓有成效。一是创新转型实现突破，地区整体产业

升级。创新方面，围绕普陀区“一轴两翼”功能布局，积极与桃浦地区

联动，形成北部创新发展带。产业升级方面，凯京信达科技集团、

英力士苯领中国总部办公室等优质企业相继落户。二是营商环境持

续改善，招商引资稳中向好。面对多重政策不利环境，积极改善营

商环境，做好重点企业服务，利用商会等招商平台，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全面完成了区府下达的招商引资指标。 

5、环境品质持续改善。一是低端市场陆续消失，城市形象极大

提升。铜川路水产市场、金盛好来福家居市场、蔬菜集团曹杨冷库、

百联集团、张家洼招待所全面拆平，有效改善了区域面貌。二是红

旗村改造加快，转型升级蓄势待发。全面完成红旗村“五违四必”环境

综合整治目标任务和地块土地征收。已完成红旗村地块 7 幅地块出

让，全力推进真如境项目建设。三是生态绿廊即将建成，环境品质

显著优化。开发建设梨园浜、真如港绿化景观开放空间，打造出目

前上海中心城区最长的真如生态绿廊。真如绿廊部分已开工建设。

河道水质全面改善，红旗村拆违之后，全面消除了黑臭和重污染河

道，河道水质基本达到 V 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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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普陀区将以打造服务长三角的公共活动中心为目

标，全面建成上海真如城市副中心，以“五个公共”为抓手，加快推进

区域功能再造、形象提升、环境优化，全面完成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布局一批高品位文体设施和高品质商务载体，重点发展供应链科技

金融、科技研发、现代商贸等产业。一是公共商务中心。新增各类

载体 87.41 万平方米。基本建成铜川路水产市场“城中村”改造项目铜

川板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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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供应链科技金融、科技研发、

现代商贸等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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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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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在建线路。高标准完成长途客运站和上海西站地上地下一体联通

的综合交通枢纽，进一步提升交通便捷性和对外通达性。完成桃浦

东路-真南路下立交、南郑路、南石一路、广至路等道路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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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公

共历史文化体系。真如以寺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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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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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真如寺及周边历史风貌街区保护和建设，提升真如历史文化的影

响力。 

二、关于“苏河之冠”和长寿地区发展的问题 

苏州河作为上海“一江一河”中的“一河”，其中心城区 42 公里的

岸线，有 21 公里在普陀，“十四五”期间，是“一江一河”开发建设的

重要机遇期，普陀区提出要打造“苏河之冠”品牌，对于打造世界级滨

水核心区具有重要意义。苏河之冠，东起安远路，西至曹杨路，长

度约 6 公里，河道宽度约 50 米，是苏州河在上海境内岸线最为蜿蜒、

历史遗迹最为密集的段落，上海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您在提案中提到“苏河之冠”要重点打造武宁路桥、莫干山路两大

点位，与普陀区对“苏河之冠”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思路高度吻合，前期，

主要是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1、高起点开展苏河之冠国际方案征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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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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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优化提升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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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立便捷慢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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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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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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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标准做好“苏河之冠”规划研究。统筹协调苏河两侧的公共

岸线、市政道路、街坊社区、公共绿地等可有效空间和潜在资源，

利用河湾天然形成的五个半岛，高标准、高质量塑造五大滨水主题

空间，由东至西分别为：长寿湾谷、梦清之境、半岛家园、苏堤春

晓、梦幻之角，将苏州河普陀段打造成为绿色生态、文化艺术的多

彩岸线。其中，长寿湾谷通过地标塑造、跨河桥梁、公共通道等方

法整合空间资源、叠加艺术特征，将其打造成为中心城苏州河畔人

文艺术高地和国际人文交流窗口。梦清之境在前期水质大幅改善的

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城市生态与生活的协调进步，通过链接苏河两

岸和周边街区，改善目前尽端式绿地难以使用的不利现状，提升开

放性和公共服务，后侧商业办公等实体功能打开联通，满足中心城

地区对大型滨河生态空间的服务需求。半岛家园在两岸主体为居住

区的背景下，挖掘中国造币厂、宜昌路救火会、普陀公园等点状空

间，在滨水生活中充实文化内容，形成生动的滨水体验。苏堤春晓

段通过整合岸侧的零碎园区用地形成规模服务，为百姓的日常活动

提供多姿多彩的城市服务，打造独特的滨水美好生活。梦幻之角段

利用家乐福、曹家渡花鸟市场等较为完整的大幅用地，结合 SMG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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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和新媒体创作中心的发展，更新改造为集时尚、文化、信息等多

种现代服务业为主题的产业板块，形成滨水活动动感特色鲜明的媒

体时尚文化谷和桥头区。 

“十四五”期间，普陀区将以武宁路桥和莫干山路为重点，打响“苏

河之冠”品牌，具体而言，一是 M50 城市更新和产业提升。M50 地

块作为普陀区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苏州河畔保留最为完整的

工业遗产区域之一，未来将打造“知名艺术家作品展示空间、青年艺

术家孵化空间、国际艺术公共交流中心”功能高度复合的艺术创意园

区，已在开展园区整体改造提升方案设计。二是长寿湾地区改造升

级。规划研究围绕天安千树、月星红子鸡、昌化路澳门路两侧以及

地铁 13 号线江宁路开展相关城市设计。24 坊地块结合酒店用品市场

改造，拟建设约 6 万平方米的商办。傣家村地块规划为社区综合中

心，包括菜场、社区文化中心、体育健身中心、社区商业等，总建

筑面积约 7000 平方米。三是苏州河两岸贯通提升。进一步提升苏州

河岸线的公共性、可达性、亲水性。按照具体岸线的空间条件，实

现两岸全段的慢行通道贯通，包括漫步道及跑步道。北侧滨河支路

利用现状空间进行优化，增加亲水性。南侧结合滨河路的打通，设

置慢行步道，强调慢性通道的标志及导引设计。局部可结合周边开

放街区，增加公共活动空间。通过道路、桥梁串联苏州河两岸重要

节点，加强两岸交通联系。将交通枢纽、文化节点、新地标进行连

接，扩大苏州河对两侧区域的影响范围。四是赋予商业和文化功能。

商业、居住、文化功能在空间框架上形成一体。加强天安千树与 M50、

月星家居、SMG 创意视频基地、苏州河沿线历史文化建筑遗存融合

联动发展，培育新一批网红景点和打卡圣地，积极打造苏河之冠城

市文化生活街区，推动零售、历史遗产、自然和生活方式有机融合，

完善区域内艺术手工学堂、美术馆、创意书局、艺术餐厅等艺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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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类业态，着力打造集生活、艺术、设计、娱乐、体验、时尚、饕

餮等一站式生活美学新地标。 

   

                         上海市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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