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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在什么时候生长快？混交林和纯林的
固碳效果哪个好？公园里的空气质量真的更
好吗？……昨天，第八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
周市绿化市容局分会场“生态践行活动”在中
山公园举行。通过专家的带领讲解，市民阅
读植物、聆听自然、认识古树、理解碳汇，体验
着上海公园城市的建设成果。

生态站 记录“树林的秘密”
在中山公园内，有一座上海城市森林生

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通过各种仪器，
记录着“树林的秘密”。今天的活动现场，上
海交通大学资源与环境系主任、国家林草局
上海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站长殷杉教授通过三个小故事，向市民揭开
了这些秘密。
“比如，我们通过微米级的监测记录仪器

发现，树木就像小朋友一样，在晚上悄悄生
长。我们还调查了很多香樟林，发现混种林
比纯种林的年均胸径生长要多15%，年均固
碳量更比纯林多一倍。”殷杉说。

很多市民关心，公园的空气质量是否真比
其他地方更好。对此，监测数据也给出了答
案。殷杉说，通过长期研究和对比发现，中山
公园里的PM2.5浓度约为上海平均值的75%，
空气更干净。“我们采集了20种上海的常见
树种，对叶片对大气PM2.5、PM1的干沉降速
率进行测定和对比，发现本来在大气中飘的
颗粒物直径是小于1微米的，但落到叶片上
后却凝并成直径3—5微米的大颗粒，沉降速
度大大增加，能起到净化大气的作用。”他说。
他表示，根据这些研究已提出了一些绿

化改造的建议，比如“乔木、大灌木、小灌木的
比例应维持在1:2:5左右”等，在浦东新区的
绿化带改造中已有实际应用。
此外，今年6月起，生态站又增添了对于

鸟儿叫声的监测。“我们希望最终能分离出上
海常见鸟类的叫声，通过量化的数据来回答
生物多样性、人与生物如何共存等问题。”

自然保护周 将有一系列活动
记者获悉，目前上海的城市森林生态系

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分别位于中山公园、
浦东金海湿地公园、崇明种种片林等地。后
期，本市共计划布设12个点位，分布于水源
涵养林、生态片林、污染隔离林等不同种类的
林子中，中心城区、近郊、远郊都会有设点。
“上海的森林覆盖率已达19.42%，但用

来种树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如何利用有限的
空间发挥更大的效益？我们希望通过监测森
林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贡献，来为相关部门
提供科学种树的决策参考。”殷杉表示。
此外，本次“生态践行活动”中，还创新呈

现了上海运用数字化手段精细养护古树名木
的科学方法。记者获悉，在上海国际自然保
护周期间及前后，本市动植物园、森林公园和
自然保护区等将开展一系列科普活动，比如
首届上海市民社区花园节、上海市民观鸟大
赛、2022年金秋赏菊季、2022年金秋赏蝶季、
上海植物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展”巡展和
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云看馆”等，吸引市
民走出家门、亲近自然，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本报记者 金旻矣

近日，四川北路街道内的“朝花夕
拾”街角会客厅对外开放。它位于“鲁
迅小道”，毗邻木刻讲习所旧址，设计
成两层台地空间，以两处小型花境花
池作为中层景观，并设有三处供行人
休憩的座椅。
据悉，四川北路街道将当年鲁迅

先生的生活圈与“15分钟社区生活
圈”相互融合，不仅丰富了“鲁迅小道”
的景观和内容，还提升了山阴路历史
风貌保护区的品质，深入诠释了“建筑
可阅读，街区可漫步，城市有温度”的
城市生活新理念。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公园里的空气质量真的更好！
生态观测显示：中山公园PM2.5浓度约为上海平均值的75%

上海大都市圈要注重协同发展
2022世界城市日多场论坛、研讨会在沪举行，专家分享生动案例

街角会客厅
体验“朝花夕拾”

昨天上午，距离天猫“双

十一”开售仅半天，全国300

多个城市的消费者已有快递

包裹送货上门。在快递加速

的同时，一些快递公司也推

出了绿色减碳的方案。快递

行业从追求速度，到追求发

展质量，不仅送得更快，而且

送得更“绿”。

“双十一”的快递数量，

是近年来中国快递业务高速

增长的一个缩影。2021年，

各大快递公司累计完成

1083亿件快递，同比增长

29.9%。随之增长的还有快

递包装废弃物，有关统计数

据显示，2020年我国快递包

装的碳排放总量，需要种植

相当于一个超大型城市的树

木才能抵消。

在“双碳”目标下，未来

快递包装如何实现源头减量

化、资源化，成为快递业内一

个重要的课题。今年的“双十一”，不少快

递企业推出了很多好的做法：菜鸟连续两

年开启“快递包装换蛋”行动，消费者取件

后将快递包装留下，再通过现场扫码，可在

菜鸟App绿色家园内领鸡蛋；中通快递，在

保证包裹质量情况下，减少快递包装、减少

胶带缠绕；德邦快递则宣布将继续推进电

子面单、循环纤袋、循环围板箱等。

绝大多数快递企业的绿色物流计划，

聚焦在物流末端的绿色包装上，如推出可

循环使用的快递箱、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

制品、无纸化电子面单等。随着绿色物流

的持续深入推进，供应链上下游共同推进

绿色减碳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今年“双

十一”，商家参与绿色物流的积极性非常

高。目前，已有数千名商家，15万种商品

加入了绿色供应链计划，共同探索涵盖供

应链上下游的减碳路径。

单个快件产生的碳排放量，实际上是

由产业链条相关参与主体共同产生。从目

前快递业绿色发展的问题来看，除了快递

包装垃圾存在回收率低、企业回收动力不

足、过度包装、可循环快递箱使用不普及等

之外，社区居民回收意识薄弱也是一大原

因。有关部门应提升民众环保意识，引导

消费者践行绿色理念，并通过增加补贴、布

点社区快递包装垃圾投放点等手段，让公

众也参与进来。

快递企业一端连接消费者，一端连接

商家，具备推动绿色消费的天然优势，通过

有效推动上下游形成全生命周期绿色供应

链，让快递不仅更快，而且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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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发展，世
界城市日已成为各国
分享城市善治经验、共
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平台。昨日，2022
世界城市日多场论坛、
研讨会在沪举行，与会

专家、学者抛出多个生动案例，相互借鉴和启
发，呼应“行动，从地方走向全球”主题。

公共空间如何提质增效
在上海、东京等超大规模人口城市，支撑

经济与功能转型的土地资源与空间已接近极
限，公共空间必然要求以提质增效为核心进
行精细化开发，综合体现经济、社会、生态、文
化等集约需求。
在2022中日（上海—东京）城市管理精

细化研讨会上，三井不动产（上海）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日野敏幸讲述了“日
本桥”地区的更新案例——从1999年启动到
现在，“日本桥”地区更新已有20多年，虽然
时间很长，但更新带来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日本桥”曾是日本重要的集散中心，航

运发达，也是许多人心中日本商业文化的原
点。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桥”地区
陷入萧条。为了恢复地区繁荣，三井不动产
于1999年启动更新计划。这是一份跨度近
30年的规划，支撑它的是东京打造又一世界

级CBD的雄心。
“为了一步步走向繁荣，改造分为三个阶

段。”日野敏幸介绍，首先是打造一些兼顾历
史文化和现代时尚的商业综合设施，为区域
铺垫积累商业气息。2014年第二阶段计划
启动，包括产业创造、街区振兴、区域共生和
再现水都，建筑师团队尤其注重因地制宜，利
用地块里丰富的水资源去开发相关产业。
在三井不动产的主导下，医疗器械、生

命科学等支柱产业相继进入，并带动了一系
列衍生的周边产业。同时，“日本桥”也没有
放弃那些小店铺。建筑师打造了一条种满
樱花的步行街，以石材铺路，两旁商铺林立，
有老字号也有新开小店，不定期开展活动，
积累人气。
在第三阶段，“日本桥”开始在经济更有

活力的基础上，实现天更蓝、环境更绿，这是
再生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

大都市圈如何发展提升
在人民城市主题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
究院执行院长陆铭以东京和纽约都市圈举
例：在东京和纽约都市圈，“八爪鱼”般发达的
轨道交通系统让生产要素触及各个角落，城
市外围、新城与市区几乎无缝对接。对照下
来，上海大都市圈还有提升空间。
就数据来说，东京都市圈轨道交通（包括

地铁和城际铁路）长度2750公里，如果以最
大统计口径测算上海大都市圈内的地铁里程
和城际铁路里程，约为1700公里，所以仍需
推进交通一体化。
在大都市圈中，新城尤其要思考如何对

接城市内外的流量、担任枢纽。以虹桥国际
中央商务区为例，虽受疫情影响，但今年1到
9月的主要指标逆势增长60%，其区位条件
和综合交通优势带来的原动力可见一斑。
“上海在思考发展问题时一定要突破管

辖边界，从都市圈意义来谋划。”陆铭说，长三
角地区是我国制造业集聚区，但“强制造”并
不意味着要不断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从经济
学理论和发展客观规律来看，制造业越是现
代化，服务业占比越高。制造业的附加值来
自现代服务业，服务业中的研发设计产业可
以为制造业赋能。
在上海大都市圈中，制造业和服务业要

并重发展，不同城市之间应形成一种分工深
化、优势互补、梯度发展的协同发展格局。其
中，核心大城市要以生产型服务业赋能制造
业，“15分钟生活圈”就是建立在服务业基础
之上；相对外围且地理条件较好的城市要集
聚较多制造业，比如苏锡常、浙江沿海地区都
市带、安徽沿长江皖江都市带，更外围的城市
需要发展当地特色产业，尤其是资源型产业、
旅游业以及农业，如皖北、皖南、苏北等地。

本报记者 裘颖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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