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更多阿姨爷叔乐在“动”中今日论语 方 翔

公园 城市

开放休闲林地

原本“看得见走不进”的密林，打开后成为
“可穿行的绿洲”，增加的不仅是步道公厕，更是
人与森林亲密接触的无限可能……开放休闲林
地，是上海建设公园城市、森林城市的重要路径，
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也强调要推进“森林入
城”。记者获悉，2021至2022年本市已建成62座
开放休闲林地，今年又落实千亩开放休闲林地6

座及小微开放休闲林地58座，其中15座小微开
放林地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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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开花植物
建造步道廊架
上周四，记者来到金山区张堰

镇百家村开放休闲林地。一条蜿

蜒的绿道从林中穿行，绿道两旁绣

球绽放，紫色玉簪则冒出了花骨

朵。林子深处，滑滑梯、攀爬绳架、

勇敢者道路等组成了一片儿童游

乐区域，彩色座椅更平添了童趣。

记者看到，林地中建设了避雨

亭廊、休闲座椅等，配上了摄像头和

路灯，并建有能容纳上百辆私家车

的林下停车场。距林子不远处还有

两家民宿，院内的树屋很受孩子欢

迎。周边则有大片的草坪与开阔的

玉兰湖，无论是住宿、露营还是玩桨

板等水上运动，游客均能乐享野趣。

张堰镇林业站相关负责人表

示，早在2003年，这片林地就已建

成，区域总面积4800亩。当时是作

为生态片林，老百姓看得见却走不

进。2021年3月，相关部门依托生

态片林和玉兰湖、蝴蝶湾等特色林

水资源，启动了开放休闲林地实施

方案，一期开放1131亩。2022年

10月，开放休闲林地建成并通过验

收，原本“看得见走不进”的林地，

变为了可穿行、可欣赏、可享受的

绿色生态空间。

“改造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

是植物特色，原本林子的树种主要

是水杉、银杏、香樟、桂花等，现在增

加了樱花、枫树、二月兰、紫鹃花、马

蔺等开花和色叶植物。二是便民设

施，为了将林子开放，增设了步道、

景观台、儿童游乐设施、公厕、监控、

停车场等。”负责人表示，目前二期

的方案正在设计中，今后将增设更

多游乐设施、便民服务等。

逐步打开密林
打造游憩空间
类似这样的开放休闲林地，在

上海已有不少。记者从市绿化市

容局获悉，2021到2022年，本市已

建成62座开放休闲林地，其中8座

是千亩以上景观游憩型开放休闲

林，50余座是服务地区市民的健身

休憩型开放休闲林地。今年，全市

已落实千亩开放休闲林地6座，并

落实小微开放休闲林地58座，其中

15座小微开放林地已完成施工。

“上海是寸土寸金的城市，近

年来，森林总量迅猛拓展，森林覆

盖率提升到了18.51%。”市绿化市

容局林业处处长徐志平表示，“上

海‘都市化林业’的特点非常明显，

森林都在群众身边。林业资源如

何建设好、维护好、利用好，如何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如何从数量增长

向质量提升转变，这是上海林业面

临的首要问题。”

因此，从2022年开始，本市大

力推进开放休闲林地的建设。原

先建造的多为水源涵养林、污染隔

离林、生态廊道等，主要从改善生

态环境角度出发。现在则要逐步

提升林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将森林打开，提升百姓的获得感。

《2022—2024年上海市推进林

业健康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指出要大力推

进市级开放休闲林地建设，2022—

2024年建设千亩以上市级开放休

闲林地20座左右，并给予一定市级

财政补贴。而根据《上海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到

2025年，上海要建成50座左右开放

休闲林地公园，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200座左右乡村小微公园。

开放休闲林地也是上海建设

公园城市、森林城市的重要路径。

上海2035总体规划明确建设“一座

令人向往的生态之城”的总体目

标，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强调要

进一步优化“一江一河一带”生态

空间布局，实施“千座公园”计划，

强调要推进“森林入城”，建成一批

标志性特色片林、景观林带、休闲

林地，打造更多慢行游憩空间。

慎重选择点位
选配服务设施
哪些林地适合打开？对此，徐

志平表示，开放林地的筛选主要根

据区位、功能来定，诸如污染隔离

林等主要功能为生态隔离的片林，

就不适合向市民开放。

根据《上海市开放休闲林地建

设技术导则》，按照“保护优先、系

统规划、以人为本、乡野风貌、经济

适用”的建设原则，开放点位的选

择应聚焦“1+5+2”环城生态网络空

间，郊区人口大镇或市级乡村振兴

示范村、美丽乡村示范村，以及毗

邻郊野公园或功能性节点等重点

区域，交通便利。同时，开放林地

应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公益林，优先

选择林内或周边有湿地、河湖水

域、野生动物栖息地和果园等资源

的区域。

而在设施配置上，也应根据林

地不同条件来选配。一般来说，需

要建造出入口、标识标牌、座椅与

桌凳、休闲廊架（亭）、驿站、垃圾箱

等休闲服务设施。有条件的林地

也可配备照明系统、安防系统、防

火隔离、公共厕所、生态停车位（不

减少森林资源、地面不硬化）、文化

作品、健身器械等其他配套设施。

不过，相关部门也表示，秉承

“绿色开放共享”的原则，目前开放

休闲林地的首要功能是让市民“走

得进”，享受清新空气与森林野

趣。由于林地属性并不随开放而

改变，因此服务功能有限，服务设

施、服务能级相较于城市公园也标

准略低。今后，相关部门将继续提

升林地的综合服务效能，为城市增

加更多“可穿行的绿洲”，增加林地

在城市生活中的参与度和感受度，

满足市民对绿色生态空间的需求。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上海今年将落实6座千亩开放休闲林地及58座小微开放休闲林地

走进林地，乐享“可穿行的绿洲”

■ 崇明区种种片林开放休闲林地
位于崇明区庙镇的镇东村，

东至江丰路，南至陈海公路，西至

鹗鸪港，北至港庙公路。片林区

域面积     亩，其中林地面积

    亩。    年实施开放项目，

实施面积    亩，以“森林中的调

色板”为主题，打造静思冥想区、

湖岸观光区、科普教育区、彩叶展

示区、林丛漫步区五个区域。

■ 崇明区陈家镇晨光村开放休
闲林地

林地本底基础较好，水系发

达，周边旅游、民宿产业较丰富。

林地以女贞、栾树、重阳木、香樟

等树种为主，集中种植于    年，

面积为   . 亩。改造中，林地增

加了乔灌草，补种了榉树、银杏、

乌桕等上层乔木，红枫、樱花、紫

薇等中层灌木及大吴风草、八仙

花、鸢尾等多年生草花，丰富四季

景观。同时，完善道路系统，增设

亲水平台、景观休憩廊架等设施。

■ 青浦区青西郊野公园周边开
放休闲林地

前身为青浦区的黄浦江水源

涵养林，由于建设时间较早，林地

环境较封闭。改造从三方面进

行：一是在出入口、主园路沿线、

林下场地等核心节点，以低成本

投入营造亮点突出的开放林地；

二是利用场内良好的生态基底和

人文资源，打造以水乡森林和野

趣生境为特色的森林空间；三是

将剩余树干、石块，通过设计改造

成具有原生特色的林间小品。

■ 松江区泖港镇开放休闲林地
位于泖港镇曹家浜村生态公

益林，曹家浜公路以东、齐心路以

南、四季路以北，区域总面积为

   .  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林

地抚育、景观改造、基础设施及休

憩设施建设等。比如，增加花灌

木等提升景观，增加景观廊架、休

憩座椅、石桌凳等配套设施，配备

景墙、驿站、标识标牌、宣传栏等

设施。

■ 松江区东夏村开放休闲林地
位于石湖荡镇东夏村生态公

益林，东至浦江之首，南至园泄

泾，西至东夏村村级道路，北至斜

塘，区域总面积为   .  亩。林地

周边农户较多，邻近“浦江之首”

景点，西侧正在进行镇级开放休

闲林地建设。对原有养护道路、

沟渠等进行修葺，改建、增加景观

步道，方便百姓游憩观赏。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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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是我国第  个“全民健

身日”。在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幸福

村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中，全部健身

器材都是针对老年人的体质特点

研发，具有健身与社交的双重功

能，让老人们乐在“动”中。

全民健身，要让更多老年人参

与其中。体医养融合，推动健康关

口前移，是提高老年人主动健康能

力的重要举措。坚持科学运动更

长寿，这已经被国内外的一系列研

究数据所证明：科学运动可降低

  %高血压发病率、  %糖尿病发

病率……可有效防治的慢性疾病

超过了  多种。

“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什么

时候都不晚。”来自闵行区“撸铁

奶奶”陈继芳的这句话，曾经在网

上激励着不少人。事实上，在上

海不仅有“撸铁奶奶”，还有八旬

的“运动民星”陈焕昌等，这些老

人励志故事的背后，都离不开“科

学”二字。对于老人来说，运动一

定要考虑自身体力以及体质等情

况，同时注意方式方法。在申城

的一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中，可

以为老人提供基础健康监测、科

学健身指导、慢性病运动干预、运

动康复训练等。

为老人努力营造“  分钟社区

体育生活圈”，除了要建设更多的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也可以在现有

的健身设施上进行适老化改造，像

在虹口区的彩虹湾，通过对健身步

道的智能化改造，让老人可以了解

到自己的速度、心率、消耗等。适

老化改造中的“硬件”要加快，“软

件”也要跟上，像退役运动员、俱乐

部教练、运动达人通过培训之后，

都可以成为老人运动健身的社会

体育指导员。

科学运动什么时候都不晚，

上海在营造“处处可健身、天天想

健身、人人会健身”的城市环境

中，可以通过进一步探索体医养

融合“健老”模式，让更多老年人

动有所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