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2月13日，《看见》栏目首
次播出 《桥下空间竟是这般“风
景”！》的现场报道，让很多市民第
一次发现，被遗忘的“桥下空间”
竟存在着不少卫生死角和安全隐
患，这无疑是对城市治理智慧和精
细化水平的考验。

随着节目的播出，越来越多的
市民通过新闻热线7654321、南太
湖号App等多种方式向记者报料他
们眼中的“桥下风景”。这其中，有
隐秘在城市空间的靓丽风景线，但
也不乏各种桥下乱象。

比如，湖城中兴大桥南堍下建
筑垃圾、生活垃圾杂乱堆放；东苕
溪大桥下，有人搭建简易工棚，私
拉电线作业；G50高速织里主线桥
下，还被分割成3个不同的经营场
所：靠近公路一侧经营汽车维修生
意，中间场所停放着100多辆废旧
电动自行车，而最里面则开设了一
家易拉罐加工作坊……

对于来自市民的报料，记者逐
一展开了实地走访，在现场直接联
系主管单位，了解这些桥下空间的

“前世今生”，并追踪报道后续的处
理和整改情况。

此次，《看见》市民观察团前往
湖东大桥、南太湖大桥和长兴县李家
巷镇刘家渡村G25 杭宁高速公路刘
家渡分离桥。除了湖东大桥当时被曝
光桥洞内有人生火做饭，被当成临时
居所，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外，另外两
处桥下空间都属于大家眼中因地制
宜、充分利用的城市新空间。

让我们随市 民 观 察 团 一 起
看看，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些桥下
空间到底是何风景？

“之前被曝光的场所就在对面，我们已经和
属地执法人员、民政部门一起对蜗居人员进行
了劝离，对桥下原来堆积的生活物品和垃圾也
都进行了清理，大家从这边就能看到。我们会
贯通两边的桥下空间，为周边居民构建一个舒
适的休闲场所。比如，靠墙的这边会设置一排
长椅，方便大家步行累了休息一下，然后也会
安装照明设施，提升整个空间亮度……”4月
6日上午 9时 45分，在湖东大桥东堍桥下空
间 （图①），市公用中心绿化科副科长陈恺
丽正在为 《看见》 市民观察团的成员们介绍
情况。

“这个改造工程具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
候完工呢？”观察员张辉首先提出了大家最关心
的问题。

“预计工程7月进场，10月完工。这里的展

示板上也有效果图，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什么
建议也可以提。”陈恺丽解答的同时，也在仔细
倾听观察员的意见。

“我原来是做建筑工作的，桥下空间改造工
程的费用把控和设计都很重要，希望主管部门
一定要多关注施工质量，把好事做到细微之
处。”观察员费镜明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一个是要平整路面，现在有个坡
度；另一个就是装灯，不然晚上走路很不方
便。”观察员胡小龙告诉记者，他家就住在这附
近，平时经常会来这里散步。

对于观察员们在现场提出的意见，陈恺丽
坦言，会和涉及部门再进行探讨，毕竟桥下空
间综合利用率相对不高，后续二次改造提升费
用也不低，如果能有效利用又不浪费资源，那
就完美了。

上午9：45 湖东大桥

与湖东大桥相比，南太湖大桥的桥下空间
（图②）在利用上，则达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双赢。

“桥下罗浮宫酒店周边公共区域是交由湖州

市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收费停车场来统
一管理的，同时也预留了一部分车位，定向提
供给周边的居民使用，并给予了一定的优惠，
来缓解周边小区停车难的问题。”现场，市建设
局公用事业管理中心道路桥隧科副科长沈艺超
介绍，除了停放车辆，这里还有一部分空间是
用于应急物资的仓储。

随后，观察员一行又来到了南太湖大桥另
一侧的桥下，这里是一个门球场，在2014年就
建成了，日常有老年人在这里打球健身。

记者注意到，整个门球场有4块场地，因
为在桥下，所以即便在下雨天也可以照常运
动。边上还有一排办公用房，算是改造时考
虑比较周全。

“这个好，现在很多老年人可喜欢打门球
了。不过，要不是跟你们过来，我根本不知道
这里还有这么大的场地。”观察员朱海燕一边看
一边拍照。

上午10：20 南太湖大桥

去大桥下看看，隐秘角落成了城市新空间

现场探访 ③

这里的“桥下风景”，是最让大家眼前一
亮的（图③）。刚从车上下来，大家就被桥身
上的“蓝天白云”和涂上色彩的桥墩所吸
引，仿佛置身一个“奇妙世界”，特别是这里
的桥下空间和边上的村庄融为一体，看起来
特别和谐。

“我们对这里的桥下空间改造从2016年就
开始筹划了，现在这里既是停车场，又是室外
健身场所，还有室外KTV等，不仅实现了空间
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也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能
够坐得下来、看得见风景的新空间。”刘家渡村
党总支书记沈新华介绍，杭宁高速桥下的面积
有3500多平方米，以前桥下空间违规搭建、堆
放杂物的情况经常发生，既不美观，也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加上村子周边就是农贸市场和工
业园区，外来人口和车辆都比较多，以前光是
为了停车就有不少纠纷。“现在好了，桥下空间
不仅能缓解停车难题，还能给村里带来经济效
益，一举两得。”

“除了高速路，目前全市共有桥梁 5727
座，有桥下空间的1032座，像这样通过改建为
停车场、休闲运动场、漫步道等逐步实现了桥
下空间资源化利用的桥梁有52座。”市建设局
公用事业管理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褚琳介绍，上
月全市桥下空间“一地曝光、全域整治”专项
整治行动开展以来，他们会同交通、自然资源
和规划、行政执法、民政等部门，联合各区县
合力推进专项整治，目前全市桥梁桥下空间整
治已经全部完成，累计清理各类杂物2000余
吨，拆除桥下违章构筑
物26处，劝退流浪人员
5名，市域内桥下空间
整治实现了动态清零，

“接下来，我们会进一
步健全和落实桥下空间
常态化管理长效机制，
同时提升桥下空间利用
的水平和品质。”

上午11：25 G25杭宁高速公路刘家渡分离桥

王玉顺:
我们参观了3处桥洞，一地曝光，全域整

治，合理规划使用桥下空间，提高使用效率。
我很喜欢湖州能有这样的“桥洞文化”——有
停车场、应急物资仓库、休闲运动场……这每
一处都能感受到党委政府把群众的事当自己
的事，以真情换真心，用工作实效说话。

曹月琴:
我希望市区桥下空间改造提升的方向，

可以向长兴李家巷刘家渡村的样板学习一
下，在外形上也要考虑装饰，这样看上去就不
会颜色暗淡，可以改变原来灰兮兮的样子。

杨琴琴:
在蓝天白云的桥穹下，停好爱车，品茗、小

憩，邂逅一场门球比赛，静静欣赏露天电影，来到
这里，陪伴你的是桥洞下的慢时光……这是看完
桥下空间后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场景。桥下空间
于无声处呈现着湖州“骨子里”的美！希望今后
的桥下空间，还能融入更多的湖州文化元素。

安 霞:
这3个点位，都有各自的特殊性。湖东大

桥下面只是普通的步道，做好贯通和连接就挺
好；南太湖大桥下的地方面积大，周边又有酒
店和居民楼，做停车场更合适。虽说刘家渡
村的桥下空间让大家眼前一亮，但我认为可
以效仿，更要因地制宜。

沈 白:
我觉得湖东大桥的桥下通道比较狭窄，

这里的空间相对有限，如果放了桌椅，会有
点拥挤。我建议做一些安全防护措施，这可
能比亮化提升更有意义。

②②

4月6日上午，“聚

焦民生热点，助推实

干争先”《看见》 市

民观察团融媒体新闻

行动正式启动。首批

《看见》 专家团、律

师团和市民观察团的

代表现场受聘后，10

名市民观察团成员代

表即刻启程，首站赶

赴《看见》栏目曾报

道过的桥下空间3个

点位，实地探访和观

察了解我们身边的桥

下空间。这里到底是

隐秘角落，还是城市

新空间？走，和我们

的市民观察团一起去

桥下看看吧！

专家点评

桥下空间，之所以能成为大
家关注的热点，因为它的存在，
可大可小。

说小，如果我们主管部门做
好日常清理和维护，那么这部分
空间的闲置，未必会对居民生活
和城市发展有什么大影响。

说大，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桥
梁、高速公路，每一处桥下空间
的面积加起来，肯定是不小。在
城市发展空间日趋紧张的当下，
如何利用好桥下空间是值得大家
共同探讨的议题。

我认为，当前桥下空间的开
发和利用，首先是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比如，根据周边实际情
况和居民需求，来考虑改建停车
场或是休闲运动场，抑或只是做

绿化漫步道。
其次，逐步实现桥下空间的

资源化利用，于细微处提升群众
的幸福感、满意度。比如，是否
也可以“借水”“借桥”来讲好湖
州故事，成为城市新的打卡点。

第三，要有大胆的“想象空
间”。除了现有的这些业态，我
们是否还能有创新？比如，引入
第三方力量，开发功能性、公益
性或者市场需求性高的业态，在
盘活城市“剩余空间”的同时让
桥下“灰色角落”焕发新生。

当然，还有一个原则不能
忘，就是不能破坏原有的生态环
境，要借势，但不破势。

(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副院
长、湖州市委党校教育长）

“借水”“借桥”讲好湖州故事
杨振华

钱 丽:
桥下空间，作为城市不起眼的角落，如果

能得到精细化改造利用，也可以成为城市微更
新中的亮眼细节。这次走访让我感受到在《看
见》驱动下主体整改的力度，提升了灰色角落的
亮度。印象最深的是在刘家渡村，桥下空间与
村庄相得益彰，共享美丽城市蝶变。

看见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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