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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纳百川的城市文化品质提升海派新形象 

——以上海青浦区为例 

李秀元 

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 

城市文化品质是指一个城市基于其特有的或突出的文化因子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文化风貌和文化标识。上海以

其特有的海派文化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形成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认知。青浦地处上海西部，也是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青浦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如何通过提升城市文化品质，进一步凸显海派新形象，

是青浦“十四五”乃至 2035年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 

一、塑造城市文化品质的价值意蕴 

（一）塑造城市文化品质是凸显文化发展重要地位的需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和灵魂，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阐明，“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对一个城市发展而言，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它兑换成文化发展成就，不断促进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 

（二）塑造城市文化品质是传承城市文化精神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这十六个字概括了上海的城市精神，是对海派文化的最好

诠释，也是海派文化的内涵特质。位于上海西部的青浦，其文化隶属于海派文化。青浦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库，千百年来

沉淀了极其深厚的文化遗产。青浦既是上海“江南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识别码。要传承好这些优秀的

文化内涵与精神，也需要大力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三）塑造城市文化品质是做好对外文化宣传的需要 

想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首先要做到文化自信，还要对外积极宣传和主动推广，把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一个

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全面、立体地向全世界展示。对一个城市发展而言，就是要大力讲好城市故事、传递城市声音。上海市

委书记李强讲话指出：“重大文化项目是促进文化交流、彰显文化魅力的重要载体，对于展现城市品位、提升城市功能具有重

要意义。”这充分说明要全面推广城市文化精神，先要打造好独特的城市文化品质。 

（四）塑造城市文化品质是适应主要矛盾转化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既包括需求深度的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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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从以前的“有没有”变成现在的“好不好”，也包括需求广度的延伸，不仅追求物质上的富足，更有着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因此，必须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二、塑造城市文化品质的现实困境 

（一）文化载体建设不够 

对城市文化品质塑造而言，需要通过一定外部形式提高城市文化品质显示度。每个城市的文化都各具特色、源远流长，大

众意义上的城市博物馆、文化馆等已根本无法满足城市文化形象的承载，普通百姓更多需要的是随处可看、可听、可触摸、可

欣赏的文化存在，一花、一草、一木、一栋建筑、一个艺术场馆、一个城市雕塑，甚或一座休闲公园、一条通勤马路等，都可

成为青浦对外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平台或载体，但目前青浦在这方面的文化载体不多，城市文化形象不鲜明。 

（二）文化软件引入不多 

城市文化品质的提升，既有赖于文化形象展示的硬件支撑，也包括文化发展的软件支持，例如所居城市可引入彰显城市文

化内涵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大量专门的文化研究人才，创作一批反映该城市文化特征的艺术作品。青浦目前在相关文化软

件的引入方面做得不够，导致城市文化后续发展支撑不力。 

（三）文化品牌塑造不强 

提升城市文化品质，还需要在文化品牌塑造方面出实招、想方法，将所在的城市文化内涵分门别类，重点打造几个拉得出、

叫得响的文化品牌（或者文化产业），增强百姓的感受度和自豪感，但一定要结合各自所在的城市文化特色去塑造，打造出几个

响当当的文化品牌。另外，透过文化品牌塑造，最终带给青浦的是文化的经济效应，有效助推当地文旅经济发展。总体看，目

前文化品牌的塑造力不强，也导致城市文化经济动能相对不足。 

（四）文化氛围营造不浓 

一个城市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活力，应该如空气和水一样，每一天都必需且可感受，最好能将其固化成每天可听、可

看、可触摸甚至是闻得到、吃得到的一种“文化大餐”，这就离不开对城市文化氛围的营造。目前，就文化氛围营造而言，青

浦文化味道不浓，也导致青浦人民对城市文化认同感不强。 

三、塑造青浦城市文化品质提升海派新形象的实践路径 

（一）夯实文化载体建设 

领导机构载体：区层面成立“十四五”青浦城市文化品质提升领导小组，负责青浦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制定文化发展的

目标、理念、原则、任务等；普通建筑载体：让每一个新建筑都要成为“江南文化示范区”的无声代言人、“厚重精致的文化

之门”的展示窗，让建筑可欣赏、可阅读；艺术场馆群载体：对标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高标准、高起点大力规划、兴建一批

具有江南水乡艺术气息的艺术场馆，尽快填补多年来青浦大型文化硬件设施空白点；研究机构载体：充分发挥青浦与复旦大学

共同设立的“江南文化研究院基地”的功能，联合开展江南文化应用性课题研究。 

（二）加大文化软件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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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才引入：围绕江南文化，大力引进一批专业文化研究人才、实践性人才、文化创业人才等；文化作品引入：通过市

场第三方把好的艺术作品如戏曲、歌剧、儿童剧、音乐会、演唱会等引入青浦，让青浦百姓在身边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演出，

接受艺术熏陶，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三）推动文化品牌打造 

打造三大文化品牌。水文化品牌：充分挖掘淀山湖文化功能，倾力打造一台反映青浦人民生活场景的水上实景演出《印象·淀

山湖》，将“捕鱼、宣卷、摇快船、阿婆茶、田山歌”等独居青浦江南水乡的文化特色融入其中，让游客从“来也匆匆、去也匆

匆”的小循环变成“住下来、逛起来、看起来、买起来、吃起来”的大循环。围绕淀山湖周边水域及青浦其他河湖，引入第三

方企业共同开发形式多样的水上娱乐项目，让青浦的水文化品牌动起来。古文化品牌：通过朱家角古镇成熟发展经验，带动金

泽和练塘古镇同步发展，做到既相互融合却又错位竞争，做大做强青浦古文化特色品牌。红色文化品牌：以陈云纪念馆红色文

化影响力为基础，大力挖掘青浦其他红色旅游景点，在一体化示范区塑造独具青浦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 

（四）注重文化氛围营造 

灯光文化：包括楼宇灯光秀、道路灯光秀、公园灯光秀、水系灯光秀等，并成为一种常规制度安排，彻底改变创业者或游

客对青浦固有的郊区印象。 

街道文化：一是建议规划打造几条各具特色的风情商业街，例如茶文化一条街、青浦艺术展示一条街、青浦美食一条街等；

二是新建或者改建景观大道，绿色生态是青浦文化品质中固有的底色，可利用绿植或花卉，将青浦的主要公路打造成各具特色

的生态景观大道。 

公园文化：通过植入青浦文化元素，对青浦所有公园进行艺术设计与再造。以“环城水系公园”为例，将蕴含水利工程意

义的名字改为“梦水乡公园”“梦江南公园”“江南水韵公园”等，凸显青浦一片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改变目前单一健身步

道功能，将公园综合打造成展示青浦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合理布局诸如茶吧休闲驿站、流动图书阅读点等，在其中巧妙融入

大量青浦文化元素。将公园化身为升级版“辰山植物园”，成为青浦学生植物科普公益基地，百姓感受生态成就的美好乐园，

游客来青必打卡网红场所。 

交通要道文化：在城区主要路口，设置大型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有关青浦经济、生态、旅游、美食等宣传片，生动形象

展示青浦的城市文化魅力与活力。 

地铁公交文化：将上海地铁 17号线或部分青浦公交作为固定城市文化宣传品牌线路，每隔一段时间固定一个文化主题，向

乘客流动推送展示。 

“上海之门”具象文化：以广场、雕塑、公园或者单体建筑的形式为载体，让青浦“上海之门”形象具化、鲜活，走出青

浦，走出上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