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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郁婷苈

在静安苏州河畔的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心亚洲首馆外，极富设计
感的7张圆桌、14把座椅吸引着不少
市民游客休息打卡，而且不少人成为
了常客，每周都来，甚至有时天天来。

作为北站街道精细化管理的一个
缩影，这7张圆桌、14把座椅作为外
摆位，从无到有，从“出圈”到“出彩”，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背后究竟
有何奥秘，为何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

跑完步，一定要在这里歇脚

上午10点半，家住附近的居民叶
先生结束了1小时的沿河晨跑，来到
河边的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
咖啡店歇歇脚。

店外，几张红色靠背椅和原木桌
沿街整齐排开的外摆位，格外醒目。
桌上的花草在风中摇曳，既生机盎然，
又复古优雅。正前方，白天的苏州河

波光潋滟，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沿
河的花圃中，高低错落的各色花卉清
香扑鼻，雅致迷人。

“上午空气好，阳光充足，跑完坐下
休息，在自然中简简单单的一餐，带来
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满足。”叶先生点
了一份简餐，边享用美食，边欣赏风景。

“以前跑完步，本想歇歇脚、吃点
东西再走，可惜连个坐的地方也没
有。”叶先生回忆，“自从去年 10月
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开业之
后，把外摆位摆出来，我一下就看上了
这里。”

“不同于坐在树荫下，或者长椅上
休息，Fotografiska门窗打开后，室
内和外摆之间有一种空间的连接感，
这种衔接一直向外延伸至苏州河，给
人敞开大门迎客的感觉，很像是自家
的会客厅，很亲近，很有生活气息。”

艺术气息浓，有一种归属感

午后1点，在四行园区上班的白领

徐小姐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她没有
选择园区的咖啡馆，而是舍近求远，步行
十多分钟至河畔的Fotografiska。

她照旧坐在店家的外摆位上，点
上一杯咖啡，安静地看书。“这两天天
气好，几乎每天都来，虽然园区也有咖
啡馆，但我更喜欢这里，更靠河边，风
景很美，晒晒太阳、看看书，一抬眼就
看到绿色，身心很治愈。”徐小姐说。

“午休时间对我们职场人来说很
珍贵，抓住这短暂的时间‘放风’，难得
属于自己的时间。”徐小姐分享道，“店
里面空间局限，人比较多，外面相对安
静些，更适合放空。”

“这里艺术氛围很浓，是很多艺术
爱好者打卡的文化地标。每天在这里
耳濡目染，感觉自己的艺术品位也提
升了。”徐小姐说，“有一种认同感、归
属感。”

临河外摆，夜上海的魅力

夜晚8点，苏河两岸，鳞次栉比的
建筑被灯光点亮，游船穿行水上，为苏
州河增添了浪漫气息。苏州河之于上
海，就如同塞纳河之于巴黎，塞纳河之
所以远近闻名，在于将人文、休闲、艺
术、自然、商业有机融合，打造独具魅
力的滨水空间。

Fotografiska 暖色调的光源精
致柔和，空调温度适宜，让人感到舒适

放松。顾客三三两两围坐，抑或老友
碰面，抑或商务洽谈。虽然天色已暗，
户外还有蚊虫，但外地游客胡同学还
是选择店外小憩。

胡同学在等待Fotografiska 看
展的朋友们。“他们已经进去快2个小
时了，还没有出来，也说明了展览很好
看，很有吸引力。”胡同学笑着说，“这
里的艺术氛围很浓厚，有很多志趣相
投的朋友，大家聊上几句，挺好的。”

坐在户外，夜晚水岸的光影让人
如痴如醉。“相较于室内，室外露天视
野更开阔，能一览苏州河夜景。有了
外摆位，才更有氛围。”胡同学说，“在
苏州河，竟有一种在塞纳河边的感觉，
这可能就是夜上海的魅力。”

外摆，是城市气质的一部分

2023年8月5日起，上海试行《关
于进一步规范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
见（试行）》。其中，以新型业态为主，
符合城市高品质要求，品牌化、主题
化、特色化的集市、夜市、外摆位、限时
步行街等点位，被称为“特色点”，属于
设摊开放区。自此，上海商业外摆不
仅在政策上“有据可依”，运营管理上
也不再“一刀切”，更趋于精细化。

“从确定选址开始，外摆区域设计
就已经包括在整个建筑的设计方案
里，是所有设计元素的一部分，这很重

要。”Fotografiska中国区业务发展
及公共事务总监江美玲说，“幸运的
是，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一路审
批都非常顺利，直到方案落地。”

江美玲认为，外摆不仅是消费场
所，更是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的一部
分。“当然，要做到不突兀、不违和，与
周边风格统一。”“同时，我们会严格遵
守相关规定。在营业过程中，如果客
人把椅子向外挪出了一点，服务员也
会及时提醒客人。”

如今，Fotografiska这抹靓丽的
红色外摆区已成为苏河左岸一道风景
线，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新颖有趣、形
式多样的消费场景和消费选择。

留住人气，考验精细化管理水平

水岸之间景观的变化，带来了源
源不断的人气。如何把这些人留下
来，让他们体验到舒适、便利，有社交
空间，甚至还有情绪的释放，是对政府
部门管理水平的考验，而外摆经营恰
恰是突破口。

外摆经营，既能彰显一个城市经
济活力，也考验一个城市的管理能
力。“商业外摆如何在满足广大市民、
商家需求的同时，在滨水景观、行人通
行、人气集聚之间寻找到平衡点，考验
着我们的精细化管理水平。”北站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王天正介绍。

“外摆不是乱摆，在摆放时间、摆
放范围等方面都要进行精细化管理，
指导和督促商家落实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让城市里的烟火气亲民不扰民。”

实际上，自创建“精细化管理滨水
示范区”一年多来，北站街道辖区面貌
的精细化程度肉眼可见。位于西藏北
路曲阜路路口，一座高13米、宽10米
的大型立体艺术景观绿墙，将原本苍
白无趣的墙壁装扮一新；位于福建北
路天潼路的非机动车位，用收边砖来
替代油漆划线，颇受市民好评；位于山
西北路北苏州路段，增设艺术雕塑，更
新树池座椅、路灯、花箱……

目前，滨水示范区的17类项目、
42个目标任务都在有序推进，北站街
道以硬件提级、管理提标、理念提升、
艺术提味为抓手，在细节上不断下功
夫，让广大市民感受到触手可及的变
化。

当前，静安区正在推进以人文价
值为引领的城市更新，对标国际一流
水平，提升滨水公共空间基础设施品
质，努力将苏河湾功能区打造成为世
界级滨水中央活动区、世界级“城市会
客厅”。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必将为苏河湾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的城市管理保障。北站街道正用一
点一滴的付出，不断地提升城市“颜
值”、提高城市“品质”、擦亮城市“名
片”。

临河外摆让人“近悦远来”
北站街道努力建设“精细化管理滨水示范区”

■记者 陈洁

在繁忙的上海站周边，依偎着静
谧的苏州河，天目西路街道如同璀璨
的明珠镶嵌在“苏河湾世界级滨水
区”之中。这里，矗立了64幢商务楼
宇，汇聚了5600余家企业，更有5万
名“两新”白领在这里追逐梦想，共创
未来。

然而，面对这片繁华的楼宇集
群，如何进一步激活其内在潜力，让
其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成为街道
管理者深思的课题。

在不久前街道召开的2024年度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大会上，静安国
际中心苏河街区全新推出了“苏河
发展计划”。这一计划精准对接企
业与白领的需求，不仅为白领“充电
加油”，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更
助力企业“乘风破浪”，探索更多的
发展可能。

助力“出海”

共绘“中国制造”新篇章

全球化的浪潮下，“出海”已成为
许多企业寻求更广阔发展空间的重
要战略。然而，面对海外市场的复杂
多变和不确定性，如何成功“走出
去”，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难题。

苏河发展计划敏锐地捕捉到这
一需求，通过举办一系列金融知识沙
龙、企业出海风险分析、政策解读等
活动，为企业提供宝贵的“出海”指
南。

“4月底，我们组织了一场‘助力
新形势下的企业出海’知识讲座，邀
请楼内企业云生集团的海外业务事

业部总监汪鸿雁分享了中企“出海”
的最新趋势、面临的挑战以及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吸引了众多企业高管和
白领的参与。”静安国际中心楼务会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助力企业“走出去”，苏河发
展计划还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不
仅定期邀请行业主管部门举办主题
交流会，解读企业关注的相关政策，
还通过举办大国重器——高新科技
企业成果展，为企业提供展示自身实
力、吸引人才与资源的平台。这不仅
激发了企业永攀科技新峰的热情，更
为街区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

赋能人才

激发区域创新活力

人才是推动城市和产业发展的
重要力量。在苏河发展计划中，人才
服务被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通过开展用工新形势解读、职业
技能线上培训等公益活动，苏河发展
计划帮助就业困难人群和楼宇白领
提升职业技能，规划职场道路。

同时，苏河发展计划还注重搭建
人力资源交流平台。通过“云招聘”

“云平台”“共享用工”等方式，增进了
上下游企业间的互动与合作，为小微
企业提供了宝贵的人才支持。

“我们运用AI技术实现招聘和求
职市场两端的精准对接，帮助企业实
现数智化、精细化、科学化的人才管
理。”静安国际中心楼务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这种智慧化的人才服务方式
不仅提高了企业的人才使用效率，更
让每一位人才都能在这里找到最适

合自己的舞台。

街区合作

共创和谐共赢新局面

据了解，静安国际中心苏河街区
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商业聚集
地。在这里，商贸流通、金融、建筑设
计、法律及房地产业等企业齐聚一
堂，共同书写着楼宇经济的新篇章。

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行业的专
业优势，实现街区内各楼宇、各行业、
各企业间资源的互联互通，苏河发展
计划将每年扩容服务单位，优化“三
张清单”（资源清单、服务清单、需求
清单）。

比如，苏河街区汇聚了大量优秀
的律师事务所，成为法律精英的聚集
地。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街区组
织了一系列与律师所擅长领域相关
的活动，使这些活动具有独特的“苏
河特色”。

街区成立了律师组，通过“楼楼
联动”的方式，深入居民区开展《民法
典》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法律宣讲

和活动，提升了居民的法律意识和法
律素养。

2023年下半年，街区发行了添睦
共享卡，为白领和居民提供餐饮、停
车、洗衣、健身、文化等优惠服务。这
不仅最大程度整合了商圈内楼宇、企
业、商户资源，也极大地提升了白领
和居民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同时，针对白领们普遍反映的
“充电难”问题，街区积极响应并规划
了72个特斯拉充电桩和100多个普
通充电桩，极大方便了新能源汽车的
充电需求。此举不仅响应了绿色环
保的号召，更实现了街区的资源共享
和互利共赢。

“在这里，企业、白领既是资源的
输出者，又可以成为资源的享用者。”
静安国际中心楼务会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
天目西路街道正以其独特的治理智
慧与创新能力，书写着楼宇经济的新
篇章。相信未来，这片土地上的企业
与人才，将在“苏河发展计划”的引领
下，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助企业与人才“乘风破浪”
天目西路街道“苏河发展计划”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