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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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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没有

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今天是第 42

个植树节，因疫情影响，今年上

海大部分线下植树及认建认养
活动转到线上，全市 120 处公园

绿地和 108 万棵树木等待市民
“云认养”。

辰山植物园的樱花远近闻

名，3月 12日-15日，园方提供 50

棵染井吉野樱供市民认养，认养

费用为 300 元/株/家庭，期限为
1年，限 50个家庭报名参与。待

开园后，园方将与认养家庭确定
来园时间，认养挂牌并授予认养

证书。

共青森林公园今年采取“互
联网+线下植树认养”的模式。园

方将推出 300株池杉供市民线上
认养，3月 12日-31日，市民可通

过绿博士微信公众号、中国网络
植树公益网上海网参与到树木认

养活动中，并收获具有纪念意义

的认养证书。

此外，公园还推出“樱花、桃
花、海棠、杉树、雪松”五大树种和

部分古树名木，供个人和企事业
团体认养。市民可先预约，并在开

园后的工作日，到共青森林公园
许愿并亲手挂牌。其中，50 株樱

花、50株桃花、50株海棠、50株杉

树、100株雪松可供市民或小型团

队认养，多株亭亭如盖的香樟可
供企事业单位认养。

各区绿化部门，也分别发布
了区内可供认养的树木名单。比

如，杨浦区今年有 21棵古树名木
及后续资源，可供企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个人认养。区内现有古树

名木及古树后续资源共 54棵，其

中 100 年以上的古树 32 棵，80
年-100 年以下的古树后续资源

22棵，主要分布在五角场地区（上
海肺科医院）及平凉地区（杨树浦

自来水厂），认养期限为一年，市
民通过网上缴费，由区古树管理

部门负责挂牌。又如在长宁，共有

46棵古树名木资源可供认养，树
种包括罗汉松、银杏、龙柏、悬铃

木、广玉兰等，树龄在 80 年-150

年不等，主要分布在中山公园、上

海动物园、华东政法大学等处，市
民可上网了解详情。

    今天是第 42个植树

节，往年这个时候，正是

胜日寻芳的好光景。 “去
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在疫情之下，今
年则演变为“人面个个窝

里蹲，桃花依旧笑春风”。

昨天，浦东新场镇一

隅，在家“闷”了快两个月

的五年级小学生孙悦恒，

第一次走出小区，和妈妈

一起挥动铁锹， 挖坑、栽
植、回填、浇水……未解

耕织的他第一次学种树，

种下的是一棵银杏树苗。

“我来之前特地到网上查

过， 银杏的花语是坚韧
与沉着，所以选择了它。

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可
以回到学校和小伙伴一起玩；希

望能如愿以偿进入理想中学。 ”

和往年相比， 由于线下种树

活动大幅减少， 小孙是少数亲手
种下小树的人。更多的人，虽然无

缘挥锹，但选择了“云”方式，和大
自然“亲密接触”。在上海植物园，

人们相约来一场“云植树”；往年

认养树木的市民，还可通过“云看
树”欣赏所认养小树的“近照”。在

贵州，32岁的市民刘顺林带着孩
子，通过“e绿黔行 网上植树”公

益项目，选择在线上捐款，由专业
造林队在线下栽种树木。 在新场

镇这场植树活动中， 少数人线下
“北欧式”种树，更多的人则通过

VR全景视频，在线上点亮心愿。

中国人种树的热情源远流

长。 唐代诗人柳宗元爱好如其
“姓”，一上任便大力提倡植树。宋

代文学大家苏东坡堪称 “种树狂
人”，走到哪种到哪，尽管仕途一

路走低、命运多舛，但挡不住他一
颗热爱生活的心：到杭州当官，为

后人留下 “苏堤春晓” 的桃红柳
绿；谪居黄州，广种柳、桑、竹、枣、

栗；被贬定州，依然不忘种下两棵
槐树，至今人称“东坡槐”。

种树， 在中国人的文化词典
里，早就超出了耕植的本意。在钢

筋水泥的都市里，人们向往“开门
见绿”的意境。 一场疫情，让许多

人领悟到，“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的简单快乐，也不
是唾手可得的。 期待疫情早日散

去，相约生机勃勃的春天。

静待120处公园绿地
108万棵树木

新民随笔

陆家嘴“三高”观光今起迎客
多个景区有序开放 休闲旅游日渐回暖

春暖花开何处游

游览全程无接触
今天上午 10时 40分，市民

顾先生来到上海之巅观光厅售票

窗口，扫一扫微信二维码，输入身
份证号和手机号码，选购了一张

“巅峰之旅”成人票，手机屏幕跳
出一张二维码。

为了减少人员集聚，避免交

叉感染，在开门前夕，上海之巅观
光厅研发出自助微信购票小程

序。记者看到，购票小程序提供 5

个时段，游客在购票前预约好具

体参观时段；每时段最多预约
1000人，约满为止。

测温、出示绿码、验证、安检、
扫一扫购票二维码，顾先生在行走

中完成一系列入馆检查手续，顺利
进入上海中心大厦 B1 层上海之

巅序厅。“进景区像进地铁站一样
方便！”顾先生惊叹道。参观完序展

厅，顾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乘坐直升电梯进入 118层观光厅。

和上海之巅观光厅一样，在

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 88层
观光厅售票窗口，工作人员热情

地推荐游客线上购票、扫码支付
等，提供全程无接触游览服务。

今起，上海之巅观光厅将利
用 118层和 119层合理引导分配

客流，尽量降低在馆客流密度。工

作人员每隔两小时交替对观光层
进行全面消毒，每 40分钟会对电

子触摸屏、电梯、导向杆、隔离栏、
护栏、垃圾桶、桌椅、轮椅、厕所等

重点区域进行循环消毒。

今晚起，东方明珠电视塔连
续 3天点亮红色灯光，向市民、游

客发出最热情的邀请。

餐厅堂食渐回温
“36.4 摄氏度，体温正常，请

再出示随申码⋯⋯”上午 8时，记

者在绿波廊餐厅入口处看到，一
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人员正在对

进入餐厅的员工进行健康检查。

走走九曲桥，烦恼都赶跑。在

绿波廊一侧的九曲桥上，市民游
客或凭栏远眺，或举起相机，记录

眼前美景。“豫园一天比一天热
闹。餐厅恢复堂食后，每天接待消

费者超过三位数。”绿波廊联席总
经理陆亚明介绍，为保障消费者

就餐安全，餐厅特意取消了等候

区，启用取号机叫号；原本足以容
纳 120 人左右的 2 楼大堂区域，

拉长了桌子间距离，每桌原则上
不超过 3名就餐者；服务员会引

导客人错位就餐，建议同桌消费
者同向就餐，尽量避免面对面用

餐。随着南翔馒头店、上海老饭
店、春风松月楼、宁波汤团店等一

批老字号餐厅陆续恢复堂食，豫
园景区的人流日渐回暖。

景区“限流”成常态
漫步在公园、乡间小径，随处

可见五彩斑斓绽放的鲜花。在浦

东新区中部的上海国际旅游度假

区，迪士尼小镇、星愿公园、奕欧

来等 A级景区恢复运营，吸引很
多境外人士；在枫泾古镇、金山城

市沙滩、中国农民画村、廊下生态
园、吕巷水果公园等景区，人们戴

着口罩出门捕捉春的气息。
“近期，‘限流’将成为上海各

大景区运营的新常态。”上海市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护游
客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上海市 A

级旅游景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南》，鼓励景区实行
预约制等限流措施，并引导游客

之间保持 1米以上距离。
据悉，此次疫情发生后，上海

市 113家国家 A级旅游景区及上
海迪士尼度假区等景区自 1月下

旬起暂停开放。3月起，包括地标
性景区、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

体、郊野公园、都市菜园等超过 30

家 A级景区有序恢复开放。

本报记者 杨玉红

草长莺飞、
春和景明，部分
市民走出家门，
赴一场与春日美
景的约会。今天
上午 10 时许，上
海之巅观光厅、
东方明珠电视
塔、金茂大厦 88
层观光厅开门迎
客，意味着上海
最著名的都市游
览项目———登高
观光明显回温。

■ 今天上午，祖孙三人参观上海之巅观光厅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东方明珠”启用自动售票机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迪士尼小镇已重新开业 首席记者 陈炅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