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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座公园一座城

成为口袋公园的具体落脚点。”在张莹萍看来，虽然这样一来，

管理难度和成本势必会有所增加，但比起在市中心通过动迁等

方式腾出一块空地新建公园，则更具操作性。

可以说，公园城市建设，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形态，也

改变了市民的生活方式。

“上海提倡‘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主要是考虑了市民的

基本生活设施配套，满足居民的便利性。现在，我想还要将市

民的休闲作为高品质生活需求考虑进去，打造多级‘休闲生活

圈’。”金云峰表示，通过拆围、破墙，补绿、增景，一座理

想的公园应该要与周边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设施巧妙融

合，有触目可及的生活美景、便捷可达的生态场景，以及唾手

可得的功能服务，从而焕发出“入则自然清幽、出则繁华簇拥”

的鲜活气息，成为社区居民喜爱的休闲生活据点，为上海这座

城市赋能。

打造环城绿带 2.0 版

若从高空俯瞰，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圈郁郁葱葱的大型绿

化带正沿着外环线环抱上海。这条始建于 1995 年，长约 98 公

里的“绿链”，如翡翠项链般绕城而生。

绿带建造的初衷是为了限制城市无序扩张。而在新一轮上

海生态规划建设中，它将作为建设公园城市的重要抓手，完成

从 1.0 到 2.0 的跃升。即到 2025 年，基本形成“一大环 + 五小环”

的环城生态公园带体系。

“外环绿带作为上世纪 90 年代启动的重大生态项目，着眼

于上海 21 世纪长远发展，历时 20 多年不懈坚持和努力，为特

大城市中心城区锚固了宝贵的绿色空间，截至目前已建成超过

4000 公顷绿地，使上海中心城真正地成环成绿，较好地发挥了

调节温湿度、净化大气环境、涵养水源、固碳释氧、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固持土壤等生态服务功能。但是绿带主要以防护隔离

为主要目的，里面的设施相对较少，不能像公园一样，人们可

以走进去休息、散步、健身……服务功能相对差了一点。”张

莹萍坦言，“在上海 2035 总规的指引下，上海将对标全球城市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公园城市理念提升生态功能内涵，让

市民的生态诉求在公园城市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中得到满足，彰

显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与时代价值。由此，延续外环绿带‘长

藤节瓜’的理念，将外环绿带功能和范围进行拓展，本次提出

建设‘环城生态公园带’是在更高起点落实生态之城目标、探

索生态品质提升的重要抓手，是公园城市建设的示范性工程，

是服务市民休闲活动需求，实现“离城市不远，离自然很近”

的生态民生项目。”

上海将环城生态公园带分为“环上”、“环内”、“环外”、

“新城绿环”四个区域，开展 11 项重点工作。

其中，“环上”以外环绿带功能提升为主，一是注重功能

复合，改造提升已建外环绿带，新增城市公园 35 座以上，优化

拓展 14 个已建成公园功能；二是推进外环绿道改建、新建和贯

通，建成 100 公里以上步行道、自行车道兼备、连续贯通的外

环绿道；三是落实“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工作要求，

增加彩化、珍贵化植物品种，提升绿化品质，实施“四化”改

造 500 公顷以上。

“环内”以稳步推进 10 个楔形绿地建设；“环外”将有序

探索生态间隔带建设。 “新城绿环”更是开展了国际方案征集，

充分发挥五个新城独特的生态禀赋，打造五个新城蓝绿交织、

开放贯通的大生态格局，将自然引入新城，将新城融入自然。

换言之，环城生态公园带将以良好的生态本底和生活场景

为内在引力，疏解和外溢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从而带动城市

空间格局的调整和城市经济地理的重塑。

上海生态建设的新篇章正在徐徐展开。而“聚园成环、聚

绿成网”这种浸透到肌理的生态美学的背后，人民群众才是这

水清园翠中的主角。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张莹萍表示，任

何阶段都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一上海生态空间建设的初

心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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