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樱美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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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街头巷尾
小角落被打造成充满自然趣味的生
境花园，成为市民走出家门、亲近自
然、拥抱社交的好去处。
乐颐生境花园是一座“网红花

园”，位于长宁区协和家园，总面积
732平方米，加上南渔浦亲水平台
的500多平方米，是目前上海最大
的社区生境花园。这里形成了水中
和陆上两处相对完善的微生态循环
系统，吸引到黑藻、饰纹姬蛙、斐豹
蛱蝶、小白鹭、刺猬，乃至貉等本土

动植物种群落户栖息。2021年，乐
颐生境花园成功入选“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典型案例”名单。

5年前，全市首个社区生境花
园“虹旭小区生境花园”落地试点。
如今，长宁区已建成24座风格迥异
的生境花园，社区、校园、商圈甚至
街区都有覆盖。一种自下而上的生
态文明理念实践模式初具形态，城
市生态空间的质量和功能明显提
升。长宁区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搭
建全区生境花园支持机制，编制专
业规划、探索建设条件、建立评价标
准，逐步建成生境网络，并形成一套
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

一张密织而成的生态系统和生
物多样性网络，在申城逐渐扩大版
图——从一颗“种子”开始，越来越
多的生境公园在浦东新区、虹口区、
宝山区、普陀区等地“生根发芽”。
生境花园把改善人民生活与保护生
物多样性相结合，为人民城市建设
提供了一个生动样本。
有别于口袋公园、街心花园的

休憩属性，社区生境花园是结合老
旧居民区的更新改造而打造的“具
有栖息地功能的花园”，既为许多
的城市野生动物提供食物、水源和
栖息地，又为城市里的居民丰富了
休憩活动空间。因此，生境花园的

选址多为社区中废弃杂乱的巴掌
场地，通过新增灌木、花卉等本土
物种，在传花授粉间吸引生物回
归，最终达成新的生态平衡，再交
由居民管理。
许多生境花园建设从方案设计

到施工建设、后期维护，始终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全程吸纳
凝聚居民的智慧与热情，按照社区
居民的“画像”，融合专业设计巧
思。居民亲自参与，增进了与社区
的情感联结，提升了主人翁意识。
上海在打造“令人向往的生态

之城”目标下，城市绿地数量和规模
年年递增。据相关部门统计，经过

30多年的努力，人均绿地面积已经
“从一张报纸到一间房”。推窗见
绿、出门享绿，不再是上海市民的诗
和远方，绿色成为城市的底色，也带
动了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生境花园谱写了都市里的“田

园牧歌”。小朋友拥有了感受大自
然的沉浸式课堂、家门口的“科普游
学之地”；社区居民们可以一起观
鸟、认识植物、堆肥种植、养护花园、
交流体验……“生境”+“花园”，让
城市“边角料”变成家门口的好去
处，居民的感受有了梯度，从满足需
求到幸福感提升，也激发他们后续
参与打理生境花园的热情。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春风轻

拂，樱花飘落，正是晚樱盛开的时节。

昨天起至21日，上海首条樱花主题市

级林荫道杨浦区江湾城路（殷行路-清

波路），已开启一年一度的“落樱不扫”

限定美景。

受天气、温度等影响，每年江湾城

路晚樱的花期略有不同。2020年起，杨

浦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精心筹备，由宣

传部门联动绿化、环卫等业务部门，密

切关注天气和晚樱花期，并根据落花程

度动态实施“落樱不扫”精细化保洁模

式，为市民游客呈上更美的春景。

2020年为首次探索，实施时间为4

月14日至18日，绚丽的“樱花地毯”吸

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2021年和2023

年分别为4月14日及4月18日开始，

今年则根据天气情况，定为4月15日

至21日。

“落樱不扫”并非完全不扫，而是

以人工捡拾保洁和巡回检查保洁为主

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变“一扫而光”为

只捡垃圾不扫花瓣（见左图）。如遇风

雨天等情况，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环

卫作业单位会视情进行全面清扫，确

保道路畅通。杨浦区绿化管理局也提

醒市民文明赏樱，不乱丢垃圾，不晃动

枝木，一起守护春季限定浪漫。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为了更

好满足市民见绿、近绿、亲绿、享绿的

需要，浦东新区正积极推进公园绿地

24小时开放以及拆墙透绿。记者从

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获悉，目前除了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上海野生动物

园、星愿公园、名人苑等4座公园外，

其余符合开放条件的78座公园已全

面实施24小时试开放服务。

浦东新区共有公园153座，其中城

市公园82座，口袋公园49座，乡村公

园21座，郊野公园1座。记者了解到，

目前口袋公园、乡村公园以及郊野公

园均无围墙全天候开放；城市公园共

82座，除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市管）、上

海野生动物园、星愿公园、名人苑（正

在闭园改造，改造后为开放式公园）等

4座公园外，其余符合开放条件的78座

公园已全面实施24小时试开放服务。

封闭公园开放并非“一蹴而就”。

据了解，根据不同类型公园的性质和

风貌，按照“一园一策”的原则合理推

进。推进过程中，充分征求属地街镇

和游客的意见，本着经济节约的原

则，尽可能有效利用原有围墙结构，

结合各封闭式公园的定位、功能、特

性、周边环境、观赏角度等因素，采取

不同围、透、绿化相结合的方式设计

实施，因地制宜，合理施策。

公园开放后也并非“一放了之”。

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园绿色景观的通

透性，方便游客进入公园，公园在拆

除围墙的同时，对沿线绿化景观以及

设施完善提升，促进公园与街区景观

的完美融合。为了带给市民游客人

性化的服务体验，拆墙的同时，有关

部门对沿线设施更新提升，在综合梳

理、分析公园周边游客的穿行习惯及

过街路口位置等情况后，适当增加公

园出入口，方便游客进出。

浦东新区生态绿化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公园拆墙透绿打破了传统

公园封闭的管理模式，让公园从封闭

走向开放，更加亲民、便民和利民。

公园的围墙打开以后，对公园的管理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浦东新区公园多为毗邻居

民区的社区公园，游客较多，围墙打

开后，游客全天候可以进入公园，公

园的噪声扰民、遛狗、助动车入园、治

安等社会管理问题加剧。公园管理

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与属地街镇、城

管、公安等部门的联勤联动，共同守

护好公园这片“绿肺”，让公园拆墙透

绿既能看得见风景，也能留得住文

明，更能守得住成果。

生境花园谱写都市“田园牧歌”
杨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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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浦东新区已将该项目纳入

    年度区“硬骨头攻坚”行动项目，

正组建攻坚行动专班，后续计划从两

个方面加快推进。

一方面因地制宜，融合街区和公

园景观。在拆除围墙后，针对公园差

异化情况及民意征询意见，进一步完

善“一园一策”。对于围墙拆除之处同

步实施景观修复和提升工作，有效融

合园内园外景观，确保绿地的连贯性

和完整性，让“关”在墙里的绿化景观

“走”出来，让街区的绿化“融”进去。

另一方面则要持续攻坚，形成长效常

态管理机制。针对公园  小时开放及

围墙拆除后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路径，

形成技防、人防相结合，硬件、软件相结

合的管理方案，与公安、城管及属地街

镇建立长效常态化的联勤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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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湾城路一周“落樱不扫”

建立长效联勤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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