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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角料”焕新“蚂蚁”当“雄兵”

4

近日，一只名为白顶溪鸲的小鸟首次现身上海，掀起一阵观鸟热潮。吸
引这只小鸟逗留的，是长宁区一个老旧小区的“生境花园”。    年  月  
日，全市首个生境花园——虹旭生境花园在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虹旭二小
区诞生。4年来，从 . 版升级迭代到 . 版，从一颗种子落地生“花”到整个
长宁区一路生“花”，虹旭生境花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也见证了老旧小区走
出了一条独特又可复制推广的更新之路。

大大小小的口袋公园，是否能如同“毛细血管”一样，继续向小区里“生
长”？或许，“生境花园”是口袋公园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

生境花园，曾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

词，指的是具有栖息地功能，能为野生

动物提供食源、水源和庇护所等生存环

境空间，同时又具备花园属性，具有观

赏、休憩和户外休闲等功能的花园。

虹旭生境花园1.0版所在的三角形

区域是一块“边角料”，曾被违建占据，

垃圾成堆，居民投诉不断。“我们也觉得

这个空间非常糟糕，也想去改变它。”虹

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吴红萍说，虽然想

改变，却很难形成统一意见。停车？健

身？提议有很多，但不同意见更多。为

此，居委会邀请社会组织、专家、区人大

代表和居民代表一起头脑风暴。最终，

建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的花

园获得大多数人认可。但又有人担心：

“花园把小鸟引来了，衣服怎么晒？鸟

粪怎么办？”居委会又邀请大自然保护

协会专家调研考察，专家认为等花园建

好小鸟有自己的地方了，就不会来打扰

人类。至于鸟粪，把反光彩带系在晒衣

杆上，两星期后小鸟肯定就不来了。

大自然保护协会上海保护项目官

员吴婧彬介绍，小区邻近西郊宾馆和上

海动物园，生态基底良好，可以成为动

物的“生态踏脚石”。基于动植物物种

调查、光照条件分析，三角地以保护鸟

类、传粉昆虫、黄鼬等为目标，打造了

“自然栖息保护区”“互动体验区”和“自

然科普休憩区”三大板块，尽量减少人

类活动对动物栖息空间的打扰，又为居

民提供了亲近自然的场所。

复旦大学专家团队在花园里安装

的两台红外线摄像机拍摄到，这里已栖

息了26种鸟类、36种昆虫、2种蛙类及

4种小型哺乳动物。

生境花园为小动物们提供了休憩

游玩的场所，也成了孩子们的科普教育

基地和社区治理的好平台。

“我早上在阳台上一边做做操，一

边看看美景，听听小鸟唱歌，还能看到

小松鼠，心情特别舒畅。”家住五楼的

95岁郑梅英奶奶说。作为画画达人，

生境花园给她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草木花鸟在她笔下栩栩如生。

89岁的王桂花特别喜欢小动物，

常在生境花园里拍照发朋友圈。有一

次她在小水塘旁看到一只小鸟洗澡，

王奶奶兴奋地学着小鸟洗澡喝水的样

子，开心得像个孩子。

还有条黄鼠狼，在生境花园安了

家，花园里的红外相机拍到它喝水、觅

食、跟野猫打架。一天，野猫被打伤，

“生气”地搬走了，过段时间又回来

了。为了普及动植物知识，居委会开

设了培训班，专家告诉居民，尽量不要

去投喂野猫等动物。

花园建成后，怎么维护？吴红萍介

今年，在1.0版花园附近，又有一块

闲置空地被打造为虹旭生境花园2.0

版，成为“无忧谷”综合空间里的一抹亮

色。

“它以两棵树为依托，我们叫两棵

树的浪漫，包括一棵树的自然展厅和一

棵树的自然舞台，让人和自然有效衔

接。”2.0版设计师、上海交通大学设计

学院可持续生态设计中心主任助理康

燕介绍，1.0版只有400多平方米，生境

内容更多，公共空间较少。2.0版利用

最前端靠近人活动和道路区域，以休憩

休闲、自然科学科普和艺术展览功能为

主，后端保留植物绿色空间，也为动物

保留了栖息之所。“1.0版让人靠近自

然，2.0版让人享受自然，通过这个空间

活化居民需求。”康燕说。

不过，升级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1.0是相对封闭的空间，来的多数都是

辖区内居民。升级后成为24小时开

放的街区花园，游客已辐射到周边，甚

至还有其他街道的居民。“我们成立了

党建大联盟，联合了周边所有能联合

的单位。老百姓觉得哪些不到位，就

在大联盟群里提出来，讨论方案，逐步

改善。运营‘无忧谷’的第三方也很重

要，多方力量参与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吴红萍说。

在吴婧彬看来，大部分生境花园的

建造是比较顺利的。“经过几年运营，最

大的难点在于后期运维，如何组织各方

持续投入。”她说，“我们联合生境花园

的发起单位长宁区低碳中心，希望组建

平台调配资源，帮助一些先天条件不理

想的社区更好地运维花园。”

虹旭生境花园的探索，也引起了官

方注意。长宁区城市更新和低碳项目

管理中心主任冒勤表示：“我们调研后

认为，无论从生物多样性功能的提升

上，还是从社区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功能

的融合上，这个全新模式具备推广复制

的价值。”

2022年起，长宁区启动制定生物

多样性保护空间规划和生境花园行动

方案。“结合空间规划进行布点，基本

上能通过生境花园达到连点成线、连

线成面。未来整个长宁区生物多样性

保护水平能得到明显提升。”冒勤说。

截至目前，长宁区已建成24个生境花

园，21个在社区，2个在学校，1个在商

圈。“十四五”期间，将会建设不少于

30个的社区层级生境花园。“我们把生

境花园作为绿色载体，融入老旧社区的

城市更新工作中去，满足老百姓对高品

质生活的追求。”

说到生境花园对城市更新的启示，

冒勤认为，传统的城市绿化理念偏重植

物本身，但植物多样性是为了服务动物

多样性，进而服务基因多样性，所以城

市生物多样性最终落脚点应是动物多

样性。他建议，在未来的城市更新中，

绿化打造可以更多融入生物多样性理

念，推广景观生态化，体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状态。

探索新模式 经验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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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上海的口袋公园，

有着无限可能。从有界到交

界，再到无界融合，“边界”的

逐渐模糊，也是“园在城中”

向“城在园中”的转变。

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只要是城

市“灰色空间”，都可拿来建绿，并叠加

体育、艺术、人文等特色，在理念上包容

开放，在功能上复合叠加。比如南昌路

结合雕塑而建的“阅读花园”，融入户外

书架和CityWalk的概念，让“图书漂

流”成为可能；“寻芳园”也是“螺蛳壳里

做道场”，打开后不仅为城市添彩，还和

附近咖啡馆形成了空间互联。通过点

及线的生态串联，南昌路整条道路和街

区都成了绿意盎然的“公园型街区”。

口袋公园与小区的紧密关联，也是

值得关注的方向。口袋公园不应是一

个个“孤岛”，可以结合“15分钟生活圈”

将地域文化和小区特色植入其中，真正

做成“家门口的公园”。口袋公园甚至

还可以向空中发展。有着“花园城市”

之称的新加坡和一些欧美国家，绿色建

筑是一大亮点。这些建筑在设计时就已

在结构、排水等方面为植物预留空间。

上海也可借鉴这个思路，将行道树、窗阳

台绿化、屋顶花园、墙面绿化等形成生态

空间线型、片型的复合叠加。

在我心里，生境花园有三个重要价

值。第一是生态价值，生境花园给城市

增加了一个个维持和提升生物多样性

的绿色岛屿。第二是教育价值，不容忽

视，也许现在挖掘得还不够。第三是科

研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在生境花园中开

展科研项目，去探索更多城市生物多样

性的秘密。

我们欣喜地看到，通过生境花园的

建设，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是快速的，城

市的野生动物很适应人类的环境。所

以当人类环境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他

们会在第一时间作出反馈。在这个过

程中，社区的凝聚力也大大增强了。

当然，生境花园也有缺陷。它们单

个面积都非常小，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

是不够的，作为城市真正的生态空间也

是微不足道的。我建议，能把它们连成

网络，并且更大面积的绿地也能加入。

复合叠加

中
心
城
区

“
见
缝
插
绿
”

绍，“生境花园”建设过程体现了人人参

与、人人享有。在居民区党总支的倡导

下，一支由21人组成的小蚂蚁志愿服

务队诞生，花园常态长效管理依靠的就

是这些“蚂蚁雄兵”。他们用雨水回收

箱里的水打扫花园、浇水，肥料则大多

来自居民日常收集的堆肥。“特别感谢

志愿者们四年来的坚持，把花园打理得

井井有条。”在生境花园四周岁“生日派

对”上，吴红萍动情地说，“我们每年看

似给花园过生日，其实是给所有志愿者

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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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故事
生境花园 一路生“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