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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留作参考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杨府〔2024〕1 号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关于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闭会期间

第 1078 号提案的答复

任捷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将上海 18 号线‘丹阳路站’改为‘杨浦滨

江站（人民城市纪念馆）’”提案收悉，现将提案办理情况答复如

下：

一、提案办理概况

收到提案后，杨浦区建设管理委、区委宣传部、区滨江办、

区规划资源局会同申通地铁集团、市规划资源局等市、区相关单

位共同研究，并于 12 月 26 日召开了政协委员座谈会，充分沟通

信息，听取意见建议。经研究，形成基本答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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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建议答复

（一）关于调整地铁站名，将“丹阳路站”改名为“杨浦滨

江站（人民城市纪念馆）”的建议

以上建议对于提升杨浦滨江影响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各相关单位认真评估了更名的社会影响、

时机、审批流程和实施代价：一方面，“杨浦滨江”岸线长达 15.5

公里，其中南段 5.5 公里正在高质量推进能级提升，加快打造人

民城市地标集群和在线新经济生态园；中北段正高标准推进规划

编制和建设，打造在线新经济研发创新区。随着杨浦滨江建设推

进，还将涌现更多亮点和一系列的新地标，地铁站名的代表性和

明确指位性，需要结合整个杨浦滨江的地标集群综合考量，目前

阶段杨浦滨江空间形态和功能、地标还未完全定型。另一方面，

经征询市相关部门，轨道交通 18 号线“丹阳路站”站点是以临

近的主要横向道路丹阳路命名的，符合地名命名规则；站名一般

由申通地铁集团在建设期内，编制方案进行专家论证后，向市交

通委提出申报，市交通委初审，报市地名办审核，再报市政府批

准。该站自 2021 年 12 月全线开通运营至今，站名已为广大乘客

所熟知，指位性与稳定性均好，更名会对乘客带来不便；已运行

轨道交通站点更名的经济成本也非常高，影响到轨交全网络标识

和管理系统，更名应非常谨慎。依据地名管理的基本原则要保持

地名的相对稳定及以上情况，建议现阶段保持“丹阳路站”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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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下一步，在滨江其他规划轨交线路的方案论证阶段，将持

续关注车站命名对推动发展、彰显文化的作用。

（二）关于在“杨浦滨江站（人民城市纪念馆）”内、外部

沿线重点打造杨浦滨江宣传带，将车站作为重要节点性站点和红

色教育重要站点的建议

杨浦区和申通地铁集团都高度重视地铁车站内外宣传阵地

的建设。在外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新起点更

好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杨浦区委区政府已将加快打造人民城市地

标集群列入了工作计划，正在推进多个相关项目，旨在打造集宣

传展示、学习研究、体验共享、文化休闲等多种要素于一体、充

分体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空间复合、功能融合、效应耦合的综

合性目的地。在内部：轨道交通建设高度重视与地域历史文化的

融合，轨道交通 18 号线一期建成至今已荣获鲁班奖、国际交通

运输类交通空间设计奖和具有设计界奥斯卡奖之称的 iF 设计奖

等殊荣。“丹阳路站”整体的装修风格延续了 18 号线全线的无吊

顶简约风格设计，简洁、大气、强调功能优先。“丹阳路站”临

近的杨浦滨江工业带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党

的初心的启航地，见证了上海工业的百年发展历程，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目前世界最大的滨江工业遗

存带，成为杨浦特色旅游资源“三个百年”中“百年工业”的重

要载体。因此，在车站装修设计时，通过对车站的地域文化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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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梳理，将杨浦百年工业带的历史遗存与发展转

型并存、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转变，这些元素内容在车站装修

设计主题上进行了结合与体现。下一步，将继续研究在站内指示

和语音提示系统方面进一步彰显杨浦滨江和人民城市地标。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202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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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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