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绿色之城”怎么建“四化”森林有规划
    记者从上海市林业局获悉，《上

海市“四化”森林建设总体规划
（2019-2035）》明确，上海的森林建

设将向增加绿化总量、提升彩化效
果、增加珍贵树种比例、提高综合效

益等方面努力。

至 2021年，建成一批规模品质
俱佳、季相色彩绚丽、树木层次丰

富、结构类型多样、林冠线自然的
“四化”示范试点项目。

至 2025年，建成布局合理、品
种丰富、管养精细、技术先进的绿化

系统，初显春花烂漫、秋色斑斓的

“美丽上海”空间格局。

至 2035年，将新增森林面积
39010公顷，市域森林覆盖率达到

23%左右，主要道路、重要区域、郊
野公园、重点镇和村的彩化树种比

例达到 40%以上，全市彩化森林面
积占森林总面积的 30%以上；新增

休闲观光果园 15处；发展林下经济

面积 1000公顷；新建开放林地 27

处，新建开放林地面积 3693公顷，
全市开放林地总数达到 49处，开放

林地总面积达到 16509公顷；新建
郊野公园 13个，全市郊野公园总数

达到 20个以上。
此外，上海将构建“一岛、三带、

十廊（条）、十片、多点”的生态网络

结构体系。“一岛”即崇明生态休闲

景观岛，亦是“海上森林花岛”；“三

带”即青西森林生态景观带、杭州湾
生态防护景观带、长江入海口生态

防护景观带；“十廊”为沪渝、沪昆、
京沪、沪芦、沈海、外环线、郊环线等

高速公路和京沪（含沪宁）、沪杭等
高铁沿线及陈海公路等十条主要道

路沿线的生态景观廊道；“十片”则

为江桥片林、金山片林（张堰段、干

巷段）、三泖片林、拦路港片林、申隆

片林、申亚片林、奉贤农业园区片林
（华昌段、恒大段）、新浜片林、泖港

片林（1 号片林、2 号片林、3 号片
林）、种种片林等 10个生态片林；以

及多个生态景观节点。
此外，今年全市计划新建各类

绿地 1202公顷，新建绿道 203 公

里，新建立体绿化 41公顷。广受市
民欢迎的街心花园预计将实施完成

50个，力争到年底街心花园总数达

到 200个。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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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村公园内，油菜花渐次开放，河津樱、椿寒樱、寒绯樱近日正进入盛花期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明天是第 42 个植
树节，也是最特别的一
个植树节。虽然处在疫
情防控期间，春色满园
被“关住”，但 2020 年
的这个春天，上海生态
建设的脚步不曾停歇。

记者从林业和绿
化部门获悉，植树节前
夕，全市造林项目已逐
步复工，公园则纷纷改
造、引种、翻土，苦练
“内功”提升绿色品质。
各种“云赏花”“云游
园”“云植树”的上线，
不仅将绿色福利和生
态福祉送到市民眼
前，更为大家缓解“战
疫焦虑”。

■ 上海植物园内，玉兰花静静地开过了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梅花花事已过,一夜风雨后，公园路上满

地花瓣，别有一番韵味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花开虽“无主”播春步未歇
2020年的三月，复工造林，过一个最特别的植树节———

抢种落叶树
空旷地块先行开工
2月 28日的崇明，油菜花即将

盛开。春风吹拂下，因为疫情延后的

环岛运河沿线生态廊道建设项目工
地终于有了人气。苗木种植、沟渠开

挖、配套道路、涵管工程⋯⋯戴着口
罩的工人们，铲下了第一锹土，种下

了第一棵树。

这里，是崇明今年造林项目首
个复工的地块。几个月后，这块

1392.74 亩的土地将遍植林木，整
个项目的造林面积更达 3484.26

亩。相关负责人陈霞表示，面对今
年的特殊情况，工地按照相关部门

的要求，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预
案。“为了赶工期，4名机械工人和

15名造林师傅招募的都是崇明本
地居民，可以即刻上岗。而部分从

外地回沪的办公室管理人员，将在
出示解除隔离的证明后再上岗。”

陈霞说。
除了相关证明，工地的消毒

水、防护用品等也已提前备足两
周的量。每天，工人要测量两次体

温，登记好个人信息，戴好口罩才
能入场。

疫情之下，为了兼顾造林进度
和防疫要求，管理部门进行了细致

周密的部署。崇明区林业站王宇峰
表示，崇明今年共需实施陈海公路

沿线两侧 50米范围内和环岛运河
沿线两侧 200米范围内的两大造林

项目，总造林面积达 4013亩，任务

繁重。由于疫情影响，区里先选择远

离居住区、人口稀疏的地块开工，以
免百姓担心人员频繁出入影响疫情

防控。
此外，以往造林都是同一个地

块中落叶树和常绿树一起种，而今
年则先批量种落叶树，再择时种常

绿树。“落叶树最佳栽种时间在 12

月至 3月初，晚于 3月成活率就低
了。今年受疫情影响复工本来就晚

了，要抢时间先把落叶树都种了。
后面有了时间，再种常绿树种。”王

宇峰说。

戴口罩造林
生态项目逐步复工
春天造林，刻不容缓。在黄浦江

畔，“奉贤区黄浦江生态廊道一期项

目”更已是热火朝天。
黄浦江生态廊道是本市“十三

五”推进的 17条（片）市级重点生态
廊道之一。而规划的奉贤区黄浦江

生态廊道，按江岸线向南延伸 200

米自然边界实施，计划面积 1839

亩。其中，一期项目立项面积 716

亩，庄行段共计约 119亩。
“庄行镇已完成土地腾退，地

块较为集中，远离居民居住地，复
工条件较好。”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本市首个复工的造林项目，
同时也是庄行镇第一个申请复工

的工程项目，镇里对材料认真审
核，多次前往现场，对防疫措施进

行检查。
据林业部门数据，2019年上海

森林覆盖率 17.56%，形成造林项目

109个，面积 9.1万亩。此外，去年上
海完成了造林 11.13万亩，创下了

历史记录。而今年，虽受疫情影响，
但全市造林项目、尤其是重点生态

廊道项目已陆续复工。据悉，上海
“十三五”的造林任务是 30万亩，森

林覆盖率力争达到 18%。

在森林面积快速增加的同时，
林业部门也在探索将有条件的林地

逐步打开，让更多的市民走进森林、
享受森林。今年，本市将再添 8片开

放式林地，至年末上海将有 27片开
放式林地。

公园练“内功”

提升申城“绿色品质”
为上海播撒春天增添绿色空

间的，除了森林，还有公园绿地。疫

情下，全市绝大部分公园虽然闭
园，但“园丁”们并没有闲着。改造

专类园、引进新品种、改良土壤、修
缮建筑⋯⋯趁“空窗期”苦练“内

功”，为的是提升“绿色品质”。

位于中心城区的共青森林公
园，有着近 2000亩市区少见的大片

森林，是许多年轻人拍摄婚纱照的
首选地。“利用闭园时间，我们对

园内环境进行了调整。”公园办公
室副主任唐文斌告诉记者，园方已

对东门花海、观鸟长廊等区域进行
了松土平整，叠水景观区的水生植

物枯枝烂叶也被清理，金三角、天鹅
池大草坪翻地平整，做好铺设草坪

的准备。

而在上海植物园，已有 39年历

史、占地 3.26 公顷的牡丹园正在
“旧貌换新颜”。“变身”后的牡丹园

将更专业，不仅会引进百余个牡丹
品种，还将建造牡丹展示区、锦葵科

蓼科展示区、林荫休憩区、广场活动
区及景观林带区，新添的“牡丹双

亭”也将和原牡丹厅遥相呼应。更重

要的是，园内土壤将借鉴牡丹之乡
洛阳以及菏泽的土壤情况进行改

良。疫情过后，市民有望在上海就能
看到媲美洛阳的牡丹。

在嘉定，以古典园林为特色的
古猗园，也正准备启动对翔云阁、双

鹤斋及采香廊的修缮维护。此外，3
座园内公厕也将改造，改建后会更

“智慧”，更人性化。“疫情期间，我们
还将绿化产品送进了南翔卫生服务

中心、南翔医院、南翔派出所、上海
中医医院、南翔镇防控办等。”工作

人员孙佳说。

“云游园”怡情
线上赏花科普认养
种花栽树者，最遗憾的莫过于

春色满园，却花开无主，没有赏花

人。一场疫情，“倒逼”公园挖掘
潜力，“云赏花”“云游园”“云植

树”纷纷上线，不仅将生态福祉
送到市民眼前，更为他们缓解

“战疫焦虑”。

“我们现在过的是‘云上的日
子’。”朋友圈中，上海植物园的黄梅

林和同事蔡玉珠打趣。“云游园”的
想法始于 2月 3日复工后，园艺科

科长胡真看到春花露脸，忍不住拍

了些园景，制作了视频，不料获得相
当数量的观看和转发。如今，“线上

游园”已推送了 20期，不少市民跟
着镜头看遍人间芳菲。

辰山植物园“自带仙气”的早樱
直播，不仅登上微博热搜，更吸引了

几十万次观看。一场春雨后，园路昨

天已然满地“花瓣雨”，让大家欣慰
的是，通过“云赏花”，这一场早春花

事终究没被辜负。
除了赏花，公园“主播”们还将

科普融入线上，提升了市民的绿色
感受值。上海动物园的直播间里，员

工边带大家“云游”乡土动物展区，
边介绍小动物的习性，评论区互动

频频，有市民干脆“点播”起来———
“想看狐狸”“想看大河马刷牙”。辰

山植物园有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
本就在网上小有名气，这次更成了

“云端网红”，凭借清晰、准确、专业

的科普介绍为公园“吸粉”。
“云植树”，则为市民绿化尽责

增添了新方式。记者从上海市绿化

部门获悉，虽然线上认建认养已开
展多年，但今年大部分植树活动由

线下转到线上，却是第一次。市民可
通过“绿色上海”微信公众号，全年

在线认建认养，全市共有 120处公
园绿地可供选择，可认养的树木共

108万棵，目前已认养 1680棵。
此外，部分公园还将通过网络

让往年认建认养的市民“云看树”，

坐在家中就能看到自己认养树木的
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