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
www.hz66.com

A052023年３月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马丽 版式设计：张佳悦

桥下空间“变形记”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木桶效
应”——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
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
的那块木板。必须看到的是，随着城市
建设发展步入快车道，城市管理恰恰还
需要在一些容易忽视的短板处下功夫，
这也考验着城市治理的智慧和精细化水
平。一定程度上讲，只有把桥下空间这
类“被遗忘的角落”清理好、利用好，
才能从细微处显著提升市民日常生活中
的幸福感，进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蓄力
蓄能。

作为一项需要统筹规划、群策群力
的社会工程，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最迫
切的是建立起一套完善、行之有效的开
发导则和管理制度，为桥下空间综合利
用、长效管理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和政
策保障，因地制宜焕发全新活力。而这
也正是湖州高质量发展亟需完善之处。

来看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减量发展
的超大型城市，其对桥下空间的开发利
用更讲究高效集约。通过出台《北京市
桥下空间利用设计导则》，将桥下空间可
利用功能分为八种类型，并分别对安全
保障、设置要求、综合设计、空间使
用、设施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反
观湖州，桥下空间“到底能不能用、怎
么用，以及谁去管、如何来管”等问题
还尚未明确，指导性政策相对匮乏，顶
层设计的搭建时不我待。

明确桥下空间管理职责也是一个必要存在。
放眼广州、杭州等地，或成立桥下空间物业管理
公司，或建立铁路-地方合作领导小组，这些单位
或机构可统筹桥下空间保护管理利用工作，有利
于开展桥下空间日常管理工作。而在湖州，建成
区桥梁虽然大部分由当地公用管理部门管辖，但
受人员配备不足、缺乏执法权等限制因素影响，
仍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甚至有部分桥
梁因管养权未及时交付，成了公用管理部门看得见
管不着的“缺管”区域。要实现桥下空间的长效管
理，还需打通公用管理、交通、综合行政执法等部
门联动渠道，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

与一线城市相比，目前湖州仍处于桥下空间
开发利用的探索阶段，随着城市空间资源的重新
配置，相信“桥下空间”势必会成为“在湖州看
见美丽中国”的又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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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整合 激发剩余空间新活力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我爱你
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
果……”近日上午9时，湖城飞凤大桥北
侧桥下，70岁的周大爷手持话筒，深情
款款地唱着《我爱你中国》。飞凤大桥的
桥洞，是他练习唱歌的一处“秘密基
地”。“退休以后，我就喜欢唱唱歌，但在
小区外放歌会打扰到其他人。在这里，不
但环境优美，来往的人也不多，唱得再大
声也没事。”周大爷说，“不光是我，到了
下午或者傍晚，还有人来这里跳广场舞，
场地宽敞又不用担心刮风下雨，十分适合
我们老年人活动。”

同样广受老年群众欢迎的，还有南太
湖大桥东侧下方的门球园。近日上午10
时许，记者沿着滨湖绿道来到门球园，只
见园内设有四个标准门球场，场内绿茸茸
的人造草坪如地毯席铺，周围LED照明
灯、竞赛积分牌、休闲座椅一应俱
全，整洁的环境中令人舒心。“我也
是去年散步的时候发现了这块宝地

的，像这样好的门球场市区里也不
多，虽然现在搬家到了万达广场附近，
但有事没事还会约老朋友来这里玩一
玩。”正在练习门球的赵阿姨说，“如果桥
底都能开发成像这样适合群众健身休闲的
好地方，肯定会大受欢迎。”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理念由增量扩

张逐渐转向存量更新，桥下空间越来越受
到各方关注。据市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中
心统计，目前中心城区由其负责管养的桥
梁共有 145 座，拥有桥下空间的有 58
座，其中通过资源整合利用起来的有14
座。这些桥下空间，有的增设体育设施，
成为群众健身的好去处；有的被开辟成停
车场，有效缓解了周边小区停车难题；还
有的化身城市绿道，成为绿化景观的一部
分，受到广大群众点赞。

家住凯莱国际小区的沈女士就是桥下

空间开发利用的受益人之一。“我们小区
建成时间早，车位配比低，以前停车全靠
抢。自从凤凰大桥桥下空间改成了停车
场，小区多了100多个停车位，方便多
了。”沈女士笑着说。

“桥下空间开发利用，既有利于提升
城市颜值，又能满足周边居民对公共开放
空间的需求，正逐渐纳入各大城市发展规
划中。”市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但在湖州，桥下空间开发利
用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他山之石 开发需要更多想象空间

著名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在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里曾提出“多

样性是城市的天性”，提倡城市规划
应尊重和加大对开放空间的多元利
用。但在实践过程中，桥下空间作
为城市中的剩余空间，因本身具备
公共性，又无明确使用功能，多被
用作绿化、停车、道班房等功能性
用途。这也是湖州目前桥下空间开发

利用的主要方向。
市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统计数

据显示，在其管辖范围内，已利用起来的
桥下空间中60%被开发为停车场，其余则
多是城市景观绿道，开发形式相对单一。
然而在一些城市，桥下空间被赋予了不一
样的风采。

日本横滨市的黄金町，是一个位于铁
路高架桥下长达100米的地块，由7个不
同类型的公共社区空间组成，这些公共社
区空间包括了美术馆、咖啡厅、图书馆、
艺术设计室、会议空间、工作室和露天广
场，是当地有名的艺术街区。每年秋季，
这里都会举办为期1到 3个月的艺术集
市，如今已经成为艺术家与周边居民交流
对话的平台。

燕山立交低线公园是山东省济南市的
网红打卡地。虽然被称为低线公园，但完
全是体育馆的配置，滑板场、羽毛球场、
足球场、综合运动场……各式各样的运动
场所可以满足群众运动需求。公园内还建
有一间88平方米的喜马拉雅城市书屋，
里面有声书柜、有声书墙、有声画框等音
频科技产品一应俱全，朗读亭、立体耳机
森林等有声体验场景应有尽有，成为群众
运动之余一处休憩场所。

……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从因地制宜、

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不同城市完全可以
围绕当地环境特色与人文风貌进行桥下空
间的创新优化，桥下空间也能成为体现城

市创新的金名片。有的桥下空间面积大、
架空高，改造时可以植入“街区文化”，
建设多元主题的体育公园；有的桥下地带
常有人往来、环境相对安静，变身“桥洞
咖啡馆”也未尝不可……桥下空间开发利
用虽然只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角，但若
善于在这个动态治理过程中不断促进人与
城市的和谐对话、更多融入实现公众的想
象创新，我们相信每一个“微改造”“精
提升”都能给广大群众带来更真切、更有
温度的获得感。

文/图 记者宁杰

随着《桥下空间竟是这般“风景”！》日前在市新闻传媒中心《看见》栏目播出，“桥下空间”成为

社会讨论的一大热词。

在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中，公路桥、轨道交通高架桥等被视为打破城市公共交通时空格局的重要组

成。但它们附属的桥下空间，却常常因为缺乏有效持续的关注、整治，成为城市公共空间中“被遗忘的角

落”。为激活这些边角料，越来越多城市聚焦公共空间疏解治理，探索桥下空间更新的利用方式。

那么在湖州，是否有这样的成功案例？与其它城市相比，差距又在哪里？记者日前实地探访多座

桥梁下的“剩余空间”，近距离感受湖州桥下空间“变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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