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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陀区桃浦镇的桃浦中央绿地，种植

着近1.5万株向日葵，形成3000多平方米的花

海，是中心城区最大开放式公共绿地里的一

块“宝地”。

“这里全变样了！”站在绿地最高处，居民

印立华不禁发出慨叹。作为一名“老普陀”，

他见证了桃浦地带的三次转型。“以前这里都

是化工厂，空气里常弥漫灰尘。如今一眼望

去全是绿色，在市中心就能见到青山绿水！”

密植“自然森林”
鸟儿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在视频号

“老慢摄影”里，桃浦中央绿地的林深之处，白

鹭等多种野生保护动物，在这里纷纷安下家。

“生态好了，鸟儿才会飞来，我住在附近，

常常相邀同伴，一起来这里走走逛逛。”住在

附近的居民张先生告诉记者，时不时地可以

看到水岸边鸟儿飞翔觅食。这种感觉让他心

旷神怡，仿佛回到小时候常住的田园间。

桃浦中央绿地总面积约100公顷，由桃浦

智创城公司开发建设，其中智创城核心区面

积50公顷，北拓区域面积50公顷，总面积达

100公顷，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中心城区最大的

开放式公共绿地。目前，已对市民开放北三

块（609、610、620地块）区域。

这片绿地的魅力不光是大，其总体景观

方案更重视人与自然的交互。“建设之初，我

们就以生态文明为导向，建设‘生态之城’，实

现‘脱胎换骨’的转型。”桃浦智创城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里密植了自然森林主题的生

态植被覆盖，设计了以乔木林和野花草本地

被为特色的植物主题，同时穿插布置特色花

丘和活动草坪，呼应自然主题。

走进已开放的中央绿地北三块内，这里

的植被分布错落有致，各有特色。620地块配

植风格为秋叶密林，多采用落叶变色乔木；

610地块配植风格为秋叶疏林结合特色花丘；

609地块配植风格为香花密林兼设市民草坪。

“我们的总体绿植搭配是顺应绿地的地

势起伏、道路流线来进行组团式规模种植的，

从而打造一种‘行云’成簇的效果。”桃浦智创

城公司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解释，在保证节点

特色树木造景的同时，并不只追求单棵乔木

的个性，而是从城市绿地可持续生态发展的

考虑出发，合理分配常绿落叶分布比例，保证

各色植被的成活率及生长空间，全力打造拥

有丰富物种完整的生态群落，以及季相分明

的景观空间，酷似一幅连续变化、层叠展开的

山水长卷，吸引市民游客去探秘。

“挖出”生态峡谷
上海有水，却难见山。但桃浦中央绿地

有着一座绝对标高为23米的小山，它位于古

浪路地道上方，是中央绿地的最高处，也是中

心城区第二高山。从古浪路敦煌路路口的绿

地入口处走进去，沿着山间小路，三五分钟就

可以爬到小山的顶端，微微秋风中登高，看山

水长卷，好不惬意。

“熟悉这块区域的‘老普陀’都知道，这里

曾是工厂、厂房，植被少，绿化生态环境差。

我们依托创新理念、智慧设计，地下造建筑、

地上盖绿地，叠山造水，因地制宜，在这里

‘挖’出一个城市空间里的生态峡谷。”桃浦智

创城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在桃浦中央绿地，北三块以“静”为主，侧

重打造自然山谷林地，即将开放的南二块则

以“动”为主，侧重打造一个掩映在绿色生态

之下的城市体育文化休闲空间。

“遥看是绿地，深探有奥义”，地上景观和

地下空间的自然融合，是这块绿地的最大亮

点：从地块周边道路的自然草坡走进公园，不

知不觉中，就可来到环绕地下湖的水岸空间

中。置身水边，抬头四顾是高低起伏的绿坡，

仿佛置身在峡谷中，环顾蜿蜒的湖岸边，错落

有致的地下建筑掩映其中，山坡里隐藏着篮

球馆、真冰溜冰场、游泳馆、文化休闲等各类

公共场所。“现在，从绿地外围及周边楼宇看

过去，是成片的大绿地，而当你步入绿地的下

沉空间，绿色的山水间则呈现出丰富多彩的

体育文化空间，市民可以在这里休闲、娱乐、

运动等等。”

桃浦中央绿地不仅是优美的花园，还将

是大型的可持续生态净化系统，充当城市“绿

肺”。“我们利用区域绿地率高、地势起伏等特

点，整体规划设计融入海绵城市新发展理念，

着重发挥绿地系统‘渗、滞、蓄’功能，从而达

到‘净’雨水源头的目标，为‘用’雨水创造良

好条件，减少雨水直接外排量，最终提高城市

雨水系统‘排’的标准。”相关负责人表示，去

年9月，在中宣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新闻发

布会上，桃浦中央绿地还入选“美丽中国”优

秀案例。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丁婉星

普陀区打造中心城区最大开放式公共绿地——桃浦中央绿地

铺展山水长卷 巧当城市“绿肺”

“生态之城”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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