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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上海城市公园，又添39座。记者昨天从

市绿化市容局获悉，近年来，本市不断加大生

态环境建设力度，一大批公园绿地建成开放，

其中部分公园绿地设施比较完善，服务功能

较为完备，符合城市公园入册标准。经各区

申报、现场踏勘和研究讨论，又有39座公园

被纳入城市公园名录管理。至此，本市城市

公园已增至477座。

10公顷以上公园6座
这39座公园包括：浦东新区的园御园、

竹园中心绿地、前滩小叶公园、语叶园、金溪

园、悦读森林、华宜公园、浦东牡丹园、川杨河

滨水公园、耀华滨江公园，徐汇区的桂江路三

期、桂江路四期，长宁区的双泾公园，静安区

的静安青年体育公园，普陀区的桃溪公园、桃

浦中央绿地（北园），杨浦区的宝联公园，闵行

区的新虹法治文化主题公园、闵行科创公园、

梅陇生态公园，宝山区的丰翔智秀公园、长滩

瀑布公园、果园河公园，嘉定区的绥德公园、

北郊公园、东城河公园，奉贤区的南港公园、

元音公园、奉贤五一公园、蓝湾中央公园（临

港新片区），松江区的广富林休闲公园，金山

区的汇龙湖公园、世纪城公园，青浦区的梅香

公园、重固文心公园、河泾公园、上善广场公

园、晨兴公园，崇明区的C湖公园。

按面积看，面积10公顷以上的有6座，分

别为梅陇生态公园59.68公顷、丰翔智秀公园

32.12公顷、绥德公园25.46公顷、桃浦中央绿

地（北园）24.71公顷、闵行科创公园22.73公

顷、耀华滨江公园16.95公顷。按分类看，静

安青年体育公园按专类公园标准进行管理，

其余38座公园按社区公园标准进行管理。

3座社区公园被“提级”
此次调整中，还有3座本已在册的社区

公园，被“提级”调整为综合公园，分别为浦

东新区的华夏公园、金海湿地公园、沔青公

园。今后，这3座公园将按综合公园标准进

行管理。

社区公园和综合公园有何不同？据悉，

按公园绿地的主要功能，上海将在册公园分

为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园、历史名园

四类。综合公园是内容丰富且有完善的游

憩和配套管理服务设施，适合公众开展各类

户外活动的规模较大的绿地；社区公园则是

具有基本的游憩和服务设施，主要为一定社

区范围内居民就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服务的

绿地。

而历史名园是指体现传统造园艺术，在

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的园

林，分为古典园林类和综合公园类。专类公

园则包括动物园、植物园、森林公园、雕塑和

纪念公园及其他专类公园。

超250座全天候开放
市绿化市容局表示，此次新纳入城市公

园名录的公园，今后将由各区公园管理部门

对照《公园设计规范》及城市公园分类分级、

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厕、座椅、

路灯、监控等配套设施，提升公园服务水平。

同时，新纳入的城市公园将按不低于市级一

级绿地养护标准实施养护，公园厕所参照环

卫行业标准落实养护。

新纳入的城市公园将自2024年1月1日

起开始统计公园游客量，自2025年1月1日

起实施专业测评和社会评价。城市公园原则

上应实行全年延长开放，有条件的实行全年

全天延长开放。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本市城市公园达

438座。根据《上海市“十四五”期间公园城

市建设实施方案》，至“十四五”期末，本市城

乡公园体系将进一步完善，“千园工程”稳步

推进，公园数量将达1000座以上，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达9.5平方米以上。除动物园、植物

园等专类园以及古典园林外，城市公园全部

实现免费开放，其中24小时全天候开放的公

园达250座以上。 本报记者 金旻矣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以下简称“公示系统”）上线运
行了信用修复功能。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或行政处罚公示信息的经营主体，可
通过全程网上办理，高效便捷办理信用修
复业务。
这一新功能的上线表明，国家对于促进

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助企纾困的力度正在
持续加强，为失信企业的改过自新开启“快
速通道”，将有利于打造宽严并济的营商环
境，也能让社会信用体系更为完善健全。
古语云：“人无信不立”。对于视商誉为

生命的企业而言更是如此。若被列入失信
名单背负污点，无异于一场“社会性死亡”，

不仅企业形象大受影响，在贷款审批、项目
招投标、申请政府补贴、资质评级等方面也
都会举步维艰，如不及时设法弥补修复，企
业经营将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面临绝境。
针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固然必要，但在失

信企业名单中，也有不少情有可原。有的是
因为“无心之过”受到行政处罚，有的是因为
客观原因一时遭遇经营困境，无奈之下成为
“老赖”。因此，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帮助企
业恢复商誉，以健康状态获得更好发展空间
的呼声日渐增多。
为顺应社会期盼，国家近年来出台了许

多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修复信用。
今年1月13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失信行
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
行）》，并在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旨在规范
信用信息修复工作，维护信用主体合法权

益，进一步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法治化、
规范化水平。
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当下企业信用

修复领域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信用修复
周期长、修复流程较为繁琐，特别是被市场
监管总局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实施行
政处罚的经营主体，为修复信用需要在市场
监管总局与经营主体登记地之间往返奔波，
增加了运营和时间成本。近日正式启用的
“公示系统”，可有效解决这一难题。

相关经营主体可通过这一系统，获得在
网上提交信用修复申请、实时查询修复进
度、修复决定文书在线送达等便利化信用服
务。经营主体只需实名登录公示系统，即可
实现足不出户全程网上办理。同时，经营主
体可以随时通过公示系统查询信用修复的
进度，进一步规范信用修复的办理程序和工

作时效，使其修复信用的效率大为提升。
当然，信用修复体系的完善过程并非一

蹴而就，目前还有诸多挑战。例如信用修复
相关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企业曾被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的记录修复不彻底、部分企业
的信用修复意识有待提高等，仍需相关部门
继续研究探索优化手段，突破壁垒，克服短
板，帮助符合要求的企业尽快恢复正常有序
运转，消除不良影响，重塑良好信用。
打造优良营商环境，既要严格执行法度

规章，也要打造容错纠错机制。信用惩戒机
制设置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犯错企业陷入绝
境，而是旨在帮助其建立规范自律的良性经
营模式。对于“知错能改”的企业，一条便捷
的“快速通道”能助其尽快重塑信用，重回健
康发展的正轨。这种适度的宽容，也是对企
业发展的激励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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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要建设“东西南北中布局均

衡、大中小级配合理、特色鲜明”的城乡

公园体系，包括城市公园、街心花园（口

袋公园）、开放休闲林地公园、乡村小微

公园、郊野公园等类别。

其中，城市公园是与市民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公共生态产品，承载着改善

生态、美化环境、游憩休闲、健身娱乐、

传承文化、科普教育等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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