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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为加

快推进公园城市建设，上海自2021年

起按照“打响品牌一批、专业提升一

批、丰富植入一批、规划新建一批”的

目标，积极推动“公园+”体育、文化、

音乐、艺术、戏曲、红色资源等的多元

发展模式。当年，在市绿化市容局与

市教委的联合推动下，黄浦、静安、长

宁、徐汇、虹口、闵行、浦东等7个区，

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古猗

园3座市属公园和上海大学、上海音

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体育学

院等8所院校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推进公园主题功能拓展。

而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各区已

举办各类主题功能拓展活动100多

项，“公园+”活动已拓展至全市16个

区、45个公园。城市公园在“艺术、文

化、红色资源、体育、特色园艺”等方面

不断推进公园功能的拓展，开展系列

活动，为市民带去更好的游园体验。

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方面，上

海进行了有益尝试。黄浦区“环复兴

公园艺术季”、静安与上戏的“公共文

化校地共建基地”、古猗园的“公园+

非遗主题”、和平公园的“公园+阅读”

等均已形成长效机制，逐步培育了公

园独有的文化品牌。

在增加市民互动方面，公园不

断拓展活动内容。黄浦区开展“公

园＋体育”，使健身与游园融合，推

动城市与公园无界融合。虹口区鲁

迅公园开展全民科学健身，市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的休闲健身

环境。奉贤区充分发挥上海之鱼公

园群的优势植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BULU自然学校实现“公园+教

育”的拓展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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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看到两个“很火”的视频。

一个是山东有一小男孩，硬推小区自

动反弹门，初看以为是“熊孩子”顽

皮，直到后面一名腿脚不便男子走进

镜头，才知小男孩原来是在助人为

乐。另一个是四川成都网友在机场

拍到的温暖一幕，宝妈因为去洗手

间，将宝宝交给服务人员照看，得到

细心照料，网友在评论中不断点赞

“临时奶爸”抱得专业，太有爱。

被视频定格的，是温暖和善

意。从小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人

性的担当，虽然只是一个小孩子，

但他对身残者的善意，对他人发自

心灵深处的关注和帮助，令人动

容。从服务人员的身上，我们看到

了岗位的担当，服务顾客并不只是

像“门神”一般挺立，有柔软的心

肠，才有柔软的姿态，才可能是“百

变金刚”。对宝妈而言，“救急”的

他靠得住，很暖男。

留住生活的动人瞬间，记住那

些平凡却散发着责任和善意之光

的身影。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我们

记住了突发心梗却坚持到最后告

知乘客离开的公交司机，记住了腿

部骨折刚从老家养病回沪却不顾

腿伤下水救人的外卖小哥，记住了

在居民楼凌晨的火光中连连叩响

每一扇邻居房门手指被烧伤的楼

组长……人性的温暖和光辉，照亮

无数人的心海。

临难而起，临危相助的是英

雄，但生活中平和的气质和柔软的

心灵，也能散发出持久的光芒。顺

手做一件利他之事，学会温柔地对

待他人、尤其是弱者，无论是垂髫

之童，还是耄耋老者，都可能创造

出令生活美好的一个个光点，成为

生活的动人瞬间。只有在老弱幼童

随时可以得到帮助和照顾的社会

里，岁月才可能少一份戾气，多一份

静美。每一份人性温暖的担当，都

会成为一束光，照亮当下，激励未

来，并融进一城一地的品格中去。

留住生活的动人瞬间
赵红玲

本周，30多件展品陆续运送至静

安雕塑公园，又一场“雕塑盛宴”——

第七届国际雕塑展的序幕被徐徐打

开。除此之外，位于地下的艺术中心

也宾朋不断，上半年的《天人本一》华

海镜书画展刚告一段落，下半年又将

举办“林明杰个展”室内展等展览。

“今年的雕塑展将拓展覆盖范

围，提升市民参与度。”静安区绿化管

理中心公园管理科徐信侬告诉记者，

除主展区外，全区还布置了9个延伸

点位，涉及菜场、居住区、商业体、沿

街绿化、学校门口等。通过行为艺

术、手绘等形式，拓展雕塑的表现形

式，让“高大上”的艺术“放下身段”，

更亲和地走进市民生活。

同样充满艺术气息的，还有复兴

公园内的五把座椅。座椅一半黑色

一半金色，云纹等中式图案与西式铁

艺花纹相结合，“法中合璧”颇有艺术

感。座椅上的铭牌则刻有词句和企

业名，比如“为你建一座乐园”“一把

座椅一份心意”等。

“这是‘斐茗椅’，斐指Coffee咖

啡，茗指中国茶。设计者是同济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景观工程院学生何

正昊，在2021年复兴公园公共艺术大

赛中获优胜奖。”黄浦区绿化管理所

公园管理科臧军表示，当时征集到了

200多位高校学生和青年设计师的作

品，为让优秀作品落地，黄浦区绿化

部门联手相关部门向社会征集认捐

认养。最终，由五家企业分别认捐的

“斐茗椅”在今年初走进了复兴公园。

此外，思南公馆的网红座椅“城市

心跳”座椅、玉兰园的“飞花”座椅和西

藏南路太仓路口“启园”的“心动”座

椅，创意均源自“环复兴公园艺术季”

系列活动。目前，共有9件艺术作品

走进了黄浦区的街区和公园绿地中，

将“公园+艺术”的拓展功能向街区延

伸辐射，让城市更像一座“大公园”。

不只是“+艺术”，上海的“公园+”

还能接入无限可能。

“公园+自然教育”就是其中之

一。今年，静安雕塑公园借助与上海

自然博物馆比邻而居的“优势”，首次

尝试与自博馆联手举办特色科普直

播导览，效果出奇的好。“3月，第一场

科普直播导览‘春天的第一枝梅花’

在静安雕塑公园梅园举办，约22万人

次观看。5月，在闸北公园举办第二

场‘走进城市江南园林’直播导览，观

看数为26.52万人次。下半年将在大

宁公园举办第三场。”徐信侬说，“自

博馆有着非常专业的力量和强大的

传播平台，科普属性也能与公园无缝

衔接，这种形式让更多市民能了解公

园植物特色。”

复兴公园则另辟蹊径，将眼光瞄

向了“公园+科学”。初夏时节，园方

联合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打造

了一场“来吧！葩科！（Lab+Park）”活

动，公园变身“科普实验场”，将“复兴

号”的顶板、碳纤维制成的自行车骨

架和风电叶片横截面、能记录跑步数

据的AI技术设备等“大块头”搬进园

内，邀市民亲身感受科学的魅力。

“公园+高校”则成为了又一块

试验田。静安雕塑公园今年六月与

上海戏剧学院和上大美院合作，在

雕塑公园艺术中心举办服装道具

展、绘画专业联合作品展等，发挥了

高校的专业特长及学术影响力。而

在黄浦区，人民公园海棠文化节也

出现了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师生

们的身影，富有创意的新颖活动为

今年海棠节增色不少。

“公园+竞技体育”更是契合年轻

人的需求。今年6月，ins复兴·国际电

竞音乐乐园在复兴公园“钱柜”原址开

业，2万平方米的国际电竞音乐商业综

合体备受瞩目。众多头部品牌IP与英

雄体育VSPO共同拓展电竞生态，将

公园变为名副其实的“大人游乐园”。

“公园并不只是广场舞的天地，我们希

望通过引入竞技体育，吸引更多年轻

人来到公园。”徐信侬说。

公园 城市

创意设计“众筹”落地

功能拓展 公园增色

打响品牌 多元发展

你有没有发现，过去的一年，家附近熟得不能再熟的公园，悄悄变了？上海的公
园，正在摆脱“千园一面”：雕塑作品放下身段，通过公园平台走近市民；学生巧思实
现落地，通过“公园艺术季”走上街头；科学和自然教育更是与公园“天然契合”，碰撞
出奇妙的火花……在上海，公园已不仅仅是公园，而是可以“接入”体育、文化、音乐、
艺术、戏曲、红色资源、阅读等无限可能。

2021年6月，上海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推
动“公园+”与“+公园”建设。当年9月，市委市政府要求“在‘十四五’期间新建改建的
公园中，增加体育、文化、音乐、艺术、戏曲、红色资源等元素，创建各类主题公园”。
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截至今年8月底，全市各区已举办各类主题功能拓展活动
100多项，“公园+”活动已拓展至全市16个区、45个公园。

本报记者 金旻矣

▲ 静安雕塑公园
今年六月与上海戏剧学
院合作在公园艺术中心
举办《着色 ·绘声绘色》
上海戏剧学院服装与化
妆设计专业、绘画专业
联合作品展，是“公园+

高校”的一个范例

▲

观众在雕塑公
园艺术中心浏览联合
作品展的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