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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出生的宗福根，是正正宗

宗的嘉定城里人。从小住在塔城路一

带的他，儿时和小伙伴在护城墙上嬉

戏打闹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宗福根眼见着城墙化成一堆残垣

断壁，直到南城墙、南水关、西城墙、西

水关以及北水关遗址先后成为上海市

文物保护单位，他才松了一口气，“这

些是嘉定历史的见证者。”

今年 6 月底，环城河步道（内圈）

全线贯通。在宗福根看来，“这肯定是

会被写上地方志的一件大事。”宗福根

踱步于步道之上，走到梅园小区一段

时，在一颗六层楼高的白桦树下停下

了脚步，他确信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响应“绿化祖国”号召的产物，“环城

河边的故事太多了，应该记下来让更

多人知晓。”

宗福根并不知道，嘉定镇街道眼

下正组织人员整理相关史料，顺利的

话年底就将集结成册。“通过加强对区

域内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保护，保

护城市肌理，让步道空间更具内涵和

韵味。”区建管委副主任柳顺表示，“下

阶段有望试点水上旅游，推动环城河

旅游品牌项目建设，为老城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在这方面，每年吸引 200

万中外游客的苏州环城河步道，或许

是个不错的借鉴样本。

与开发旅游相比，加强步道管理

更为迫切。丽景小区居民严菊英每天

傍晚都要在步道上走一走，“遛狗的不

牵绳，骑车的横冲直撞，钓鱼的占了半

条道，乱扔垃圾的也不少。”在丽景社

区党总支书记申河看来，除了呼吁市

民提升文明素养外，各项长效管理机

制也应尽快建立。

“步道贯通是初级目标，如何把步

道管理维护好，是接下去的重中之

重。”嘉定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兴华

表示，将会同建管、绿容等单位建立常

态化管理机制，“除了依托河长制做好

环城河及周边水系的动态监管，还会

设立巡防和养护队伍，做到步道管理

不留死角。”

今年9月，全长约9.5公里的环城

河步道（外圈）将实现贯通。贯通后，嘉

定计划推动内外圈联动，进一步放大

环城河步道的综合辐射效应。

如此看来，环城河步道（内圈）的

贯通，就像按下了开始键，很多故事才

刚刚开始。

设计师：以敬畏之心与长者对话
要论对于环城河步道的熟悉程

度，汪辉斌要说第二，恐怕没人敢说第

一。

作为环城河步道的总设计师，接

手这个项目之初，中国建筑上海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景观设计所所长汪辉

斌就在心里下了定义，“这是 20 余年

设计生涯里最重要的作品。”

重要，首先在于稀缺性：总长6.5

公里的嘉定环城河是上海地区唯一保

存完好、且依旧具备实用功能的古代

护城河；重要，还在于影响力：数百年

来，环城河边首次出现贯通全线的步

道，无疑将成为一张城市新名片。

其实早在2016年底，受嘉定镇街

道委托，汪辉斌和他的团队就开始现

场踏勘。由于环城河沿线被小区、学

校、桥梁等阻隔，他时而漫步于河边，

时而穿梭在城市道路。要不是有热心

人指路，他怕是要迷失在这 800 年的

老城中。

由于经费有限，嘉定镇街道不准

备大拆大建，而是规划将沿岸道路与

城市道路结合起来即可。如此一来，绕

路在所难免。比如，为了避开上海大学

嘉定校区，只能选择绕经塔城路、城中

路、沙霞路、南大街，再回到南水关公

园的连接模式，不能完全做到临水通

行的效果。

转机出现在2017年4月，环城河

步道项目从街道层面上升到区级层

面。这就意味着，汪辉斌和他的团队此

前设计的方案被完全推翻。5个月后，

他们交出了全新的方案——打造“申

城的清明上河图”。

“环城河犹如一位长者，在他面前

我们连后生都谈不上。能有机会主持

设计步道项目，对我来说是件莫大的

幸事。”汪辉斌抚摸着河边斑驳的城

墙，一股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经费从千万元一下子提升到亿元

开外，汪辉斌不再畏手畏脚，他希望呈

现出的是一个百年工程，“栈道材料从

原先的木质改成耐久性更好的混凝土

基础和花岗岩石材，石质栏杆上新增

的雕花栏板和石狮立柱与古城的气质

更加吻合……”

然而，一切并非如汪辉斌所想的

那样顺遂。比如，要打通北大街、城中

路等地段的步道，必须在桥下河面上

架设水上栈道，但受限于桥梁高度，无

法使用打桩机等设备，工程一度陷入

僵局。好在有个施工队有类似经验，他

们在河中插入防水板形成围堰，人工

清除淤泥后再行施工，顺利攻克这一

难题。再比如，现有几座桥梁下施工界

面实在太小，只得增加人手用小推车

运送建材。

环城河步道（内圈）改造范围总计

约12.2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中大型

商场的体量，然而商场无非是一层又

一层的“复制黏贴”，延绵6.5公里的步

道犹如一条冗长的战线，时不时出现

的意外状况常常让图纸沦为废纸，各

方利益和诉求如何平衡更是一道不易

拿捏的考题。

“没想明白的暂不实施，为未来留

出可能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北水

关遗址位于环城河和横沥河交汇处，

和相关部门协商后，汪辉斌选用了易

拆除的钢结构桥，方便今后改造。

在汪辉斌看来，环城河就像一个

天生丽质的姑娘，略施粉黛便足以妩

媚动人，“展现历史赋予城市原有的面

貌和气质是我们的设计原则，我希望

通过环城河步道作为载体，最大限度

还原河岸沿线的文化历史底蕴和水乡

古城气息。”

接下“军令状”，打通“中梗阻”
环城河岸边分布着小区、公园、学校、商业

体等众多设施，这些或大或小的“中梗阻”成为

贯通工程的“拦路虎”，这也是环城河步道项目

的最大难点所在。

“环城河步道能不能顺利建成，关键看嘉

中。”去年5月，嘉定镇街道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听到街道领导这番话，在场的嘉中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徐红娟不由得心头一紧，“‘军

令状’是接下了，但心里真没底。”

在所有沿线社区中，嘉中社区确实称得上

“第一梗”，其所辖的嘉钟花苑和李园二村北片

小区，沿岸建筑物包括118个私人车棚、1个近

150平方米的公共停车棚、1个老年人活动室以

及5个停车位。建设环城河步道，需拆除原有围

墙让出空间，这就意味着这些总面积约1400平

方米的建筑必须拆除。

从去年11月15日开拆，到今年3月清场，

顺利得让很长一段时间都睡不好觉的徐红娟有

些意外，“回头来看，主要是前期工作做得到

位。”

去年5月接下“军令状”后，嘉中社区小到

楼组长会议，大到党员会议，环城河步道一事总

会议论一番。徐红娟觉得这还不够，还让人在小

区门口和各个楼道里张贴告示，“不怕居民有意

见，就怕居民不知道。”

徐红娟的担心不无道理。长租私人车棚的

居民，已然将这三四平方米的空间当成了储物

间，说没就没了，多少有些不甘心。牵一发而动

全身，车棚拆了要选址重建，其他居民答不答

应，这又是个问题。64岁的李园二村北片小区

业委会副主任潘绍明，借来“黄鱼车”，帮居民搬

运车棚里的杂物，再倔的居民态度都变了，“老

潘一头白发了，还那么卖力。”

一场看似私利与公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

盾，最终以无一人提出反对而化为无形，而居民

得到的回馈是一个更整洁的小区环境，以及推

开小区后门就能踏上的环城河步道。

“环城河步道工程主要途经嘉中、桃园、李

园一村、丽景、三皇桥、梅园6个社区，沿线小区

居民给予了极大支持，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

嘉定镇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兴华表示。事实上，

步道贯通最大的“堵点”在上海大学嘉定校区，

沿河分布有校医院、苗圃和绿化等，“前前后后

沟通了七八次，才把改造方案定下来。”

原先，校方已规划将长约500米的临河区

打造成创意街区，环城河步道借道而过打破了

这一计划。反复磋商后，分歧一个个被击破，并

在细节中得以体现。比如，金属围挡被茂密的绿

植所包裹，将校园内外区隔开来，既安全又美

观。

嘉定环城河是上海唯一保存完好、且依旧具备实用功能的古代护城河，河道整体成圆形，总长约6.5公里。
今年6月底，环城河步道（内圈）全线贯通并对市民开放。沿着这条串联起古今元素的步道缓缓前行，一幅疁城“清明上河图”

渐次展开画卷。

贯通只是按下了开始键

一朝建成，多年梦圆
从20年前提出打造环城河“绿色项链”，到

近些年来纷纷扬扬的各种传闻，环城河步道贯

通工程一次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又由于种种原

因被束之高阁。

希望实施环城河步道贯通工程的呼声从未

间断，尤其是近 10 余年来，社区居民、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都表达过这样的心声。

嘉定镇街道近年来先后实施塔城路疁东桥南北

延伸段近1公里的健身步道、梅园小区和儿童

公园西北侧800米的健身步道等工程，到2016

年底环城河内圈滨河绿带中大多已建成步道。

此外，嘉定镇街道还启动了州桥和西门两大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改造和提升，同时完成了

现厂等街区的城市更新。

这一系列动作为全线贯通提供了有利条

件，然而难点依然不少。绿洲房产总经理助理王

波告诉记者，作为环城河步道项目代建方，绿洲

控股集团前期做了极为细致的勘探测量工作，

发现横亘在前的主要是“三座大山”，即居民小

区距离环城河退界不足、滨河区域存在违法建

筑以及道路桥梁形成的阻断。“说是举全区之力

建设环城河步道，一点都不为过。”王波说，“除

了沿线单位，建管、航务、交警、城管、绿容等部

门都给予了极大支持。”

待前期工作完毕，200 多位工人全面进场

施工已是今年春节过后，按照时间节点，他们必

须在100多天内完成贯通工程。

据绿洲控股集团副总经理陆振华介绍，环

城河步道项目设计上注重原有城市文化历史的

延续，志在重现上海地区千年古城的河畔盛景，

步道内圈分为生活休闲水岸（清河路—东练祁

河）、生态公园水岸（东练祁河—博乐路）、历史

人文水岸（博乐路—清河路）3个风貌段，从环

通、植绿、河景、乐游4个方面开展设计，“步道

不仅串联起了紫藤公园、儿童公园等10余处公

园绿地，同时还展现出城市滨水空间的价值，成

为市民休闲、游憩、活动的空间。”

改造工程实施过程中，为了补上“断点”，增

设了清镜河桥等3座步行桥、多处桥下连通栈

道以及600米长的水上栈道等；考虑到方便沿

线居民进出，设置了11处小区门禁系统。

除此之外，工程中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细

节。比如，基本保留现有大树基础上，局部补充

了开花小乔木和地被灌木，呈现四季不同景的

效果；又比如，在保留原有庭院灯的照明功能之

外，在石栏杆扶手和驳岸位置增加内嵌式灯带，

在部分广场和桥下空间增加地埋灯和投影灯，

增添夜景效果；再比如，出于安全考虑，步道沿

线安装了接入到公安网络系统的监控探头，以

及可以播放音乐和实时信息的公共广播系统。

一条步道串起疁城一条步道串起疁城““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

南水关南水关 1951年的西门北侧城墙 王永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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