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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今年上海

积极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新增城乡公园

141座，新建绿地1041公顷，建成绿道229.77

公里。目前，全市公园总数已达973座。

增加绿量
迈向“千园之城”

今年，本市有更多公园被纳入城乡公

园名录。新增入册的城乡公园共141座，

其中城市公园35座、口袋公园76座、乡村

公园30座。目前，全市公园已达973座，其

中城市公园512座、口袋公园341座、乡村

公园119座、主题公园1座。

同时，今年全市新建改建80座口袋公

园，拓展了市民家门口的游憩空间。这些

公园运用色叶、观花乔灌木等呈现亮丽的

“彩化”效果，部分口袋公园将绿化与科普

知识相结合，融入日常自然教育功能，拓展

了服务功能。值得一提的是，新建改建的

口袋公园中，部分景观面貌完善、管理服务

到位、市民较为认可的，会被纳入城乡公园

名录，其余公园通过一段时间的养护，若条

件成熟，也可被纳入名录。

在绿地建设方面，全年新建各类绿地

1041公顷，其中公园绿地512公顷，世博文

化公园南区、美兰湖中央公园一期工程等

一批景观优美、特色鲜明的公园绿地建成。

此外，今年建设完成立体绿化43.7万

平方米，比如静安区的垂直绿化“梦”绿墙

成为苏河湾区域一处绿化景观地标；建成

绿道229.77公里，目前本市绿道总长达

1998.81公里，七莘路绿道、黄浦江滨江绿

道杨浦和闵行延长段、环元荡绿道青浦段、

沪太路绿道等110余条绿道已对外开放。

开放共享
服务能级提升

今年，本市积极推进公园开放共享，

“公园24小时开放”被列为上海市为民办

实事项目。通过无界融合、品质焕新、“服

务能级+”等方式，上海不断拓展延伸公园

服务时间和空间，共新增55座城市公园24

小时开放。目前，全市973座公园中，有

849座已实现24小时开放，占比87.3%。

同时，本市积极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

附属绿地对社会开放共享，全年共开放52

个单位附属绿地，其中以口袋公园形式开

放了17个。新建成市民园艺中心43个，使

全市市民园艺中心数量达到149个。

在增加绿量和开放共享之余，公园积

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公园+”活动覆

盖6座直属公园及16个区的94座城市公

园，全年共开展400余项活动，包括黄浦区

“环复兴公园艺术季”、静安区“2024中国 ·

上海静安国际雕塑展”、上海古猗园非遗主

题公园等。今年上半年的2024上海（国

际）花展通过“全城花展”的办展理念，围绕

三大主会场、六个分会场以及多个城市主

题节点，营造了“繁花似锦”的春日景观。

优化品质
可触可见可感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

是“千园之城”的建成之年和第二个“千园”

的启动之年。记者获悉，明年市绿化市容

局在公园、绿地建设管理工作中，将更注重

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市民获得“可

触、可见、可感”的实惠。“比如在口袋公园

选址时，更多考虑其是否处于‘15分钟生

活圈’的触达半径中，并进一步挖掘市中心

单位附属绿地开放共享的潜力。”市绿化市

容局副局长朱心军透露。

同时，本市公园绿地建设将更注重公

园为城市发展赋能，盘活存量资源，探索公

园经济。公园品质和特色也将进一步提

升，力争“建一个、成一个、百姓叫好一个”，

防止千园一面。

此外，在公园的建设、管理和后期维护

中，将更注重市民参与度。今后，每个口袋

公园都要公布养护单位和监督方式，让百

姓参与监督维护。绿化建设也将更注重回

应百姓诉求，例如针对居住区绿化修剪的

需求，明年绿化部门将联手房管部门和城

管部门采取措施，令绿化修剪更规范。

向市民发出“征集令”
目前，全市已有304座公园面向游客

开放共享空间，其中开放草坪330处、林下

空间145处，开放共享总面积500余公顷。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园帐篷区规范

化、科学化管理水平，今年5月公园草坪帐

篷区规范管理“金点子”有奖征集活动开

启，广泛吸纳市民意见和建议。其间，市人

大代表、区公园管理部门等社会各界踊跃

参与，上海市信访办也将活动纳入“随申

办”上海信访“人民城市人民建”专栏“征集

令”版块，进一步扩大了辐射影响力。

通过线上征集、线下座谈、调查问卷等

多种形式，活动共征集市民“金点子”402

条，经专家筛选评估，最终评出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和入围奖共17条。

建议设“密度指示灯”
据悉，此次市民意见主要集中在帐篷

预约、区域划分、安全机制建立等方面，管

理部门和媒体代表则建议加强宣传引导、

制度建立和安全保障。综合所有建议，可

以看出安全搭建及使用帐篷是大家共同关

注的重点。

其中，市民呼声较高的是采取“帐篷预

约制”。不少“金点子”建议开发线上帐篷

预约系统，自动分配合理间距，并提供“实

时帐篷区密度图”，帮助游客选择较为空旷

的区域搭建帐篷。获一等奖的“金点子”还

建议，在公园入口及帐篷区安装“帐篷密度

智能指示灯”，根据帐篷区域饱和度变换颜

色，红色表示已满，黄色提醒接近饱和，绿

色表示充足。此外，设计一些独特的动植物

造型作为帐篷点位标识，增加游园趣味性。

针对“过大帐篷挤占空间”的问题，有

市民建议统一帐篷规格或提供帐篷租赁，

以经营费代替养护费。同时，根据公园或

区域特色划分不同主题的帐篷区，如亲子

区、宠物友好区等。

地钉、风绳带来的安全隐患也引起大

量关注。不少市民建议加强保安巡逻，发

现露头地钉应帮忙打入地下，对于未系警

示标识的天幕，可赠送颜色醒目的丝带。

大量帐篷可能给公园造成环境污染和

草坪损坏。对此，不少市民建议在公园入

口处张贴搭设帐篷实名制报备二维码，做

到“谁搭建谁负责”；建立“环保黑名单”制

度，如未能清理自己产生的垃圾，将在一定

时间内无法再次预约搭建帐篷。同时，公

园应实行草坪轮换机制，选用耐踩踏的草

种或铺设少量人工草坪，搭建防腐的木栈

道和平台；核定最大承载量，限制帐篷搭建

数量。

推出  个典型案例
在深入了解市民需求的基础上，市公

园管理部门鼓励各公园梳理和总结帐篷规

范化管理的有效经验与做法，推出10个可

复制、可借鉴的帐篷区管理典型案例，内容

涉及科学规划帐篷区域、强化文明宣传提

醒机制、提升工作协同联动效率等方面。

比如，耀华滨江公园运用数字化手段，

建立帐篷区数字化管理和预约平台，在提

升管理效率的同时，方便游客提早规划行

程。公园木平台及栈道面积约为7200平

方米，可容纳200个常规帐篷，每个帐篷位

都通风良好、距离适当，具有私密性。

闵行文化公园设有帐篷区4片，通过

草坪轮休养护、分区分片、阶段性开放等方

式，让草坪得到休息。同时，公园文明游园

公约为游园行为划定了“红线”，禁止18时

后搭建帐篷、宿营。公园还公布了帐篷区

示意图、告示牌、文明公约、游客告知书等，

引导游客在规定区域内搭建帐篷，严禁占

用帐篷区的安全通道及草坪中心活动区

域，以保障安全通道的畅通无阻。每个帐

篷区配备定岗保安，配置橡胶锤、口哨、红

色警示胶带“三件套”，协助处理风绳、地

钉、帐杆等装置的安全隐患。

上海植物园协同第三方安保、物业公

司，在游客入园后采取一份告知单、一个告

示牌、一根警示带、一名巡逻员的“四个一”

全程管理体系。园方出台《帐篷搭建管理

办法》，规定帐篷搭建须保证3米以上间

距，禁止私自使用超过55分贝的扩音设备

等。同时，通过发放安全提示、采购一批颜

色鲜艳醒目的警示带并督促游客捆扎等方

式，有效杜绝帐篷乱搭乱建的不文明行为。

管理部门认为，此次“金点子”和典型

案例征集活动，将公园帐篷区规范化管理

的触角延伸到群众身边，让更多人民群众

的“金点子”化作城乡基层治理的“金钥

匙”，助力上海生态之城、宜居之城的建设。

公园草坪帐篷区怎么管理？

“公园城市”建设进度如何？

新增城乡公园   座
总数迄今已达   座

上海市民对公园草坪帐篷区的管理有哪些建议？
记者近日获悉，市公园管理事务中心自今年5月开展公
园草坪帐篷区规范管理“金点子”有奖征集活动以来，共
征集“金点子”402条，市民意见主要集中在帐篷预约、
区域划分、安全机制建立等方面。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条“金点子”支招搭帐篷
“安全”是重点“预约”呼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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