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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开发渐趋饱和，

核心城市的新增用地极为缺乏，关于中国城市已开始从增量

时代进入存量时代，城市更新成为中国经济新风口和未来城

市发展的新增长极。尤其是 2021 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

写入“城市更新”[1]，“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都明确提出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更新是解决城市问题

的综合行动，通过对经济、物质、社会和环境条件等的持久

改善，为城市发展提供机会。城市内滨水公共空间的更新已

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

城市滨水公共空间的更新是由国家发展趋势以及当地

战略和倡议的复杂互动所形成的。城市滨水公共空间被视为

城市的发展机遇，是重塑城市形象、加快城市社会经济结构

转型、重新获得经济投资和吸引文化资本的途径，使城市可

以在全球经济中积极地重新定位和应对全球竞争。利用住

宅、商业和文化项目使废弃的滨水公共空间“重获新生”，

通过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重新形成促进城市化建设

的繁荣地带。因此，滨水公共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调整，是许

多城市应对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2]。

总体来说，论文以济南工商河开埠文化风貌带为例。

探讨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滨水公共空间更新。整理出三个

问题、六大策略、三种方法，并形成“三元论”[3] 体系，为

生态价值转换实际充实可借鉴、可复制样本。

2 工商河滨水公共空间更新进程

济南工商河开埠文化风貌带滨水公共空间的更新在不

同阶段有不同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历程：

第一阶段，工商河开挖于 1925—1926 年，是开辟济南

北商埠的产物。它曾经是运盐等物品的重要河道，当时名为

“引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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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52—1954 年，工商河进行全面整修疏浚。

建闸、建穿堤、穿路涵洞、加固桥梁、整修涵洞，但雨污水

沉积的泥沙逐年增加，造成工商河排洪不畅。

第三阶段，1963—1964 年，再次疏浚整修。近 20 年来，

由于工业废水和居民生活污水大量排入工商河，使河水严重

污染，河床淤塞。

第四阶段，1986 年 3 月—1987 年，对该河进行了综合

治理，治理污染源、疏浚河道、砌筑护岸、引入清水、植被

绿化 [4]。

第五阶段，2004 年河道整治将重点解决水质污染问题，

增强城市排涝能力，完善市政设施配套，提升河道沿线景观。

第六阶段，2008 年增强河道防洪能力。本阶段，致力

于挖掘场所记忆，打造工商河开埠文化风貌带（见图 1）。

3 工商河滨水公共空间更新项目

工商河位于济南市天桥区，作为中国济南城内河流中

唯一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曾作为衔接黄河、小清河与铁路

联运的重要水陆通道。项目范围：西工商河小清河起点—东

工商河小清河终点，主河道 6.6km，河道两侧滨河路绿化带，

总面积约 50 余公顷。整条河流均在天桥区境内，其中河道

周边规划为居住用地，北部与小清河生态景观带连通，西工

商河穿过动物园汇入小清河，东部前后引河两侧规划为居住

用地，南部周边多为商业用地与行政服务中心（见图 2）。

4 现状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济南工商河开埠文化风貌带滨

水公共空间的更新。通过多轮现场踏勘并结合调查问卷方式

了解群众需求，归纳为以下三大问题。

4.1 河道功能跟不上新经济、新形势发展需要
20 世纪 80 年代工商河周边分布的工业包括啤酒、造纸、

机械、棉纺等加工制造、酿酒产业；如今随着河道周边工商

企业逐渐衰弱，公共空间配置明显跟不上新经济、新形势发

展需要，河道功能转换迫在眉睫。

4.2 如何“还河于民”有待进一步完善

工商河景观空间十分狭窄，全线不能贯通、绿化配置

混乱、沿河岸照明设施缺乏，厕所等公共配套设施缺失、水

质有待提升、水文化有待挖掘。进而导致工商河人流聚集量

低，“人—水—岸—城”机械分割，滨水空间价值有待挖潜、

品质有待提升 [5]。

4.3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格局有待完善

工商河从原先排污、排涝河道，向景观河道功能转化。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引配水功能，特别需要加强引入泉水来点

亮“泉城”名片。营造良好的水环境，构建特色水生态 [6]。

5 策略分析

“通、绿、亮、水、景、文”六艺融合，具体内容如下：

通达：以 1.5m 园路串联节点、台阶、残坡，实现河道

两岸通畅。

绿化：去除杂乱绿化，结合地下密集管线。种植乡土

品种，以桃红柳绿为主题，层次丰富、精致大气。

亮化：完善功能性照明，结合滨水线性空间、文化景墙、

植物灯等打造“炫彩商河，魅燃天桥”主题。

水质：通过清淤、水下森林、曝气、跌水等措施，结

合周期性配水实现“水清、岸绿、景美”的效果。

景观：梳理立体空间，布局小广场、跌水挑台、水幕

电影等节点，完善移动公厕、座凳等公共设施。

文化：基于天桥区与工商河历史、人文、产业，通过

景墙、地雕与科技手段综合展现工商河文化。

图 1 河道治理历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C%E5%90%88%E6%B2%BB%E7%9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C%E5%90%88%E6%B2%BB%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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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划理念

规划理念：营建“创磁芯天桥 链全域共兴”的 5D 天桥。

工商河“U”形平面似磁铁，提出“创磁芯天桥 链全

域共兴”的理念，其蕴含三方面内容：

面上融合“水—产—城”，以片区为场工商河为芯形

成磁场。

线上通过交通、桥梁、水系等线性元素，形成磁感线

激活场地活力。

点上将景观节点综合塑造，表达不同强度的磁能，犹

如一个个光点，点亮整个磁场。

5D 天桥：济南自古以山水入画境、人杰地灵，天桥自

古繁华。上世纪之初工商开埠，以水为脉兴百业。引小清河

人工开凿“U”形之态、展磁芯赋能，泽被百里共润一方水土。

得“航运兴、商埠起、工业荣、生活富、生态美”五道天桥

盛况（见图 3）。

图 3 规划理念

7 示范段工程实践

欣逢建党百年华诞，百年工商河重修为党献礼。工商

河开埠文化风貌带一期工程（北园大街至师范桥，全长约

1.35km）历经三个月工程实施，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向市民

开放。 运用三种方法进行示范段的实践：

方法一：以小见大，完善功能。强调“上师造化、中

得心源”[5] 前提下，设计归纳出九要素：水面—平台—细节—

铺装—残坡—栏杆—景墙—绿化—台地。突出滨水公共空间

功能营造：尊重现状平均各 5m 宽河道绿地，通过 1.5m 园

路贯通南北两侧，在有限空间里设置节点空间、残疾坡、台

阶。绿化设计上运用见缝插绿方式，通过直线、转角、水生、

陆生、垂直及现状保留的立体空间塑造。运用乡土植物与特

色造型紫薇、造型松、垂直樱等乔灌草花有机组合。打造工

商河独特个性滨水公共空间，为河道重生注入新鲜血液。

方法二：还河于民，开放共享。意在综合实现“通绿

量 水景文”功能目标，还百年工商河新的生命；开园首日

众生万象，乐在其中。①方便老弱病残的滨水空间。②广场

舞文化的娱乐空间。③吹拉弹唱的休息空间。④摄影打卡的

观赏空间。⑤休憩纳凉的休息空间。滨水公共空间功能完善，

已经成为居民重要的休闲游憩和交往空间，是展示城市人

本、品质、特色三位一体的重要窗口，实现城市滨河公共空

间自我“造血”功能。

方法三：水城联动，艺术造景。仿真山水入画，理景

造园艺术之境。对外输出好风景，有好产业进而达到对外“输

血”的溢出效应，彰显城市活力（见图 4）。

 

图 2 天桥区规划用地性质图与总平面图



10

园林景观·第 07卷·第 3期·2022 年

图 4 实景效果

8 结语

“三元论”生态价值转换体系：

“一元”论：一期启动段建设目标。“绿水青山”生

态价值转换——回归生态。

工商河沿线城市化进程中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污

染治理、生态修复等良好的城市双修与更新，运用政府“补

血”的方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长效管理。

“二元”论：整个“U“形弯建设目标，“人与自然”

的生态价值转换——开放共享。

激活“U”磁芯，以生态修复及功能提升为基础。从生

产与交通转向人民共享、公共开放导向。全线贯通的滨水地

区已经成为居民重要的休闲游憩空间和公共交往空间，是展

示城市人本、品质、特色三位一体的重要窗口，实现城市滨

河公共空间自我“造血”功能。

“三元”论：基于工商河重生对天桥区重大影响，“产

业联动”的生态价值转换——水城联动。

城市公共滨水空间发展关注两岸功能的互动，注重沿

河功能与城市腹地之间的协同。伴随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

展的转变，优美的环境、科教与产业循环驱动带来增强效应，

为创新产业提供发展的源动力。实现对外“输血”的溢出效

应，彰显城市活力。

综上，结合工商河“螺丝壳里做道场”空间特点，运

用“通、绿、亮、水、景、文”六艺融策略。从此工商旧貌

换新颜，还河于民终实现。腾笼换鸟新旗帜，加速天桥复 

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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