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袋公园补充绿意
像聂耳绿地这样的街心花园，被上海市民

亲切地称为“口袋公园”。“十三五”期间，上海

致力于打造“身边的绿意”，截至 9月底，219
块街心花园、1093公里绿道“小而美”，406座

城市公园、7座郊野公园布局愈加合理。相比
五年前，上海城市公园数量增长一倍有余，已

建成公园绿地 2.1万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从 7.6平方米增加到 8.4平方米，绿道更如同

藤蔓般快速增长，达到人均近半米。城在绿中，
绿在城中，申城美成了一座大公园。

修葺一新的聂耳绿地，位于淮海中路、复
兴西路、乌鲁木齐中路交界处，这也是徐汇区

今年重修开放的街心花园之一。红枫、北美海
棠、白玉兰等新种的开花色叶树种错落有致，

五彩斑斓的草花丛与遮天蔽日的香樟相映成

趣。漫步公园，线条简洁的长椅替代了原来的
廊架，设计更通透。

更令人惊喜的是，绿地虽小却极富文化内

涵。1992年纪念聂耳诞生 80周年之际竖立的
“聂耳铜像”仍完好保留，地面的箭头遥指近
900米之外的田汉绿地，将两位国歌缔造者联

结在一起。
按相关建设技术导则，口袋公园面积一般

在 500平方米至 5000平方米，可分为观赏游
憩型、历史文化型、风貌标志型三种。作为城市

公园体系的有力补充，截至 9月底，“十三五”
期间全市新建、提升改造 219块街心花园，总

面积约 77.3万平方米。南浦大桥下的蓝调花
园、胶州路音花园、衡山路高安路以秋色叶为

主题的街心花园等，都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
最佳去处。

绿链串起品质生活
若说街心花园是一颗颗绿宝石，那串起宝

石的条条“绿链”，更令市民得以穿行于绿意中。

从 2015年开始，上海启动规划绿道网络，
编制绿道建设导则，2016年开始平均每年以

200公里的速度快速增长。规划中，至“十三
五”末全市绿道总量要达 1000公里，而截至今

年 9月底，上海绿道已达 1093公里。短短 5年

间，人均已享有近半米绿道。

这些绿道，很多都在家门口，市民出门就
能走进林间。今年刚全线竣工的虹口区广粤路

绿道，就在周边居民中小有名气，2.8公里的绿
道串联起了 10个风格迥异的街心花园，既有

种植近 10种萱草的“金萱园”，也有专为孩子
增添攀爬运动场地的“彤趣园”。绿道经过多所

学校，校门处的绿道增加了宽座椅，让接孩子

放学的家长歇脚。原本难以走入的密林被抽
稀，架空铺设了木栈道，既给树根留下排水空

间，又让小动物能从下层穿行。
千余公里绿道，连起的是一个个轨交站

点、一座座街心花园、一处处人文景观、一个个
村落街区。市级、区级、社区级三级绿道系统各

有特色，有的“天然来装饰”极具野趣，有的“螺
蛳壳里做道场”曲径通幽。广袤的生态网络不

仅是“绿色动脉”，更是上海市民追求高品质生
活的便捷“文脉”。

丰富色彩点缀街区
在绿意盎然中，上海街头也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色彩。尤其是这几天，秋色怡人———栾树

已到最佳观赏期，一簇簇的红果实如同小灯
笼；原本夏季开花的紫薇花期被精准调控延长，

仍在外滩等区域盛放……无论是公园绿地还是
绿道林带，更多“新贵”色叶树种和开花植物的

助阵，让“春花秋色”的美景在上海街头出现。

这，也是城市从“绿化”到“彩化”的生动实践。
在申城，林荫道总数已达 264条，总长超

258公里。然而，当多年前第一次创建林荫道
时，行道树种只有悬铃木、香樟、栾树 3种。如

今，已增加到悬铃木、香樟、栾树、榉树、无患
子、珊瑚朴、臭椿、朴树、日本晚樱、水杉、广玉

兰、乌桕、重阳木、金丝柳、银杏、中山杉等十多
种。今年春天，位于杨浦区的上海首条樱花市

级林荫道江湾城路上，一场“落樱不扫”让整条
路美成了仙境，城市也更诗意栖居。

此外，一批“久经考验”的花草也点缀着申
城街头，二月兰、冰岛虞美人、喜林草、天竺葵

等装点着春天，安吉拉月季和蔷薇则在初夏已

爬上了围墙。市民在街区漫步，转角就会遇到

惊喜，幸福感满满。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到了 100?，还要活得漂亮！ ”———95

?的沈默说这话时，满头雪白小鬈发亮闪闪。

“好吧，闷着，稳稳地继续战斗，老人安
稳，城市就安心了！ ”———今年抗疫期间，101

?的陈翘寄语老伙伴们。

2020年重阳节，要来了，一想起非常之
年采访过那些 “非常老人”， 我就不由地微
笑———老人家们人生际遇各不相同， 日子过
得却很体面很有质量。

1979年，上海在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
会。 2019 年底，60 ?以上沪籍老人已达
518.12万位，人口占比达 35.2%。 迄今，上
海已形成“9073”养老格局———3%的老人机

构养老，7%的困难老人在社区接受政府购买
服务的养老，90%的非困难老人居家养老。 无
论选择哪种养老方式，阶梯式为老服务，都是
生活质量的保障；核心目标，就是满足不同年
龄、不同老年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9073”养老格局中，97%的老人要在社
区和家庭颐养天年。 这 97%的阶梯式为老服
务，什么模样？就是，老人做不动饭了，有助餐；

洗不动澡了，有助浴；常年照料老人的家人累
了，需要休息一下放个短假，有喘息服务……

老人到什么阶段， 就有什么样的专业为老服
务，家门口的“原居安老”就是要让老人有安
全感、归属感。 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服务谁
来提供？放心，有社区为老服务中心。近年来，

申城社区为老服务中心，日长夜大，从最初功
能单一的助餐、日托，日益成长为多功能为老

服务平台，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健康状况的老
人需要什么，中心就尽力提供什么；甚至出现
了各类助老辅具租赁服务，比如，一张特制的
床，专供卧床老人，灵活好用，帮老人上床、翻
身、起床，很省力，颇受居民欢迎。

如果说， 家门口阶梯式 “原居安老”，让
97%的老人老有所依；多元化的机构养老，则
让 3%的老人各得其所。 机构养老，单靠公办
养老机构，难以胜任，目前申城养老机构中，

民营已过半数；同时，不同收入状况决定了机
构养老需求的多元化，让高、中、低收入老人
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也是申城机构养老的探
索方向。

2008年，在浦东康桥，出现了国内第一
家老年社区“亲和源”，这家民营机构通过市
场调查发现， 一些中高收入老人要实现家庭

式机构养老，“以房养老”就是一种途径。在亲
和源，“以房养老”通过会员卡来实现。 当时，

一张不记名会员卡，价值 50万元，可永久拥
有公寓的居住使用权；时至今日，入住老人从
最初的二三十位增至 1500多位。 今后，政府
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正是大势
所趋。 政府从直接提供服务向“多种主体”提
供服务转变，政府除了提供基础性、保障性、

示范性养老服务外，主要通过民办公助、公建
民营、购买服务，加强服务监管，鼓励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

可以预见，“9073”养老格局中，多元化、

阶梯式为老服务， 将让养老事业创新活力迸
发。 事实上，养老事业服务的是“夕阳红”，前
景却“很朝阳”，为更多老人提供有质量的“体
面养老”便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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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养老”有阶梯式服务
姚丽萍

新民眼

春花秋色美在街头
申城建绿道千余公里 人均享绿道近半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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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长假，气候宜人，不少市民都去各大公园游玩，8天内城市
公园接待游客突破 628万人次。不过，家住淮海路的周先生唯独看中了
家门口的聂耳绿地，每天都要带孩子来散步。“这块绿地从我搬来时就
有了，以前绿地里的廊架是我们休闲的好地方。”周先生笑着说，“绿地
改造后刚开放，闹中取静，离家也近，国庆不用去大公园‘轧闹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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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今日电（驻京记者 潘子璇）在今天上午国新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
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评价 2020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时表示，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由降转升，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
复，从主要指标的变动趋势看，我国的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确

实是走在了全球前列，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的
活力。

产业增加值全面回升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0.7%，上半年下降

1.6%，扭转了上半年下降的局面。三次产业增加值全面回升，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2.3%，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 0.9%，第三
产业增加值增长 0.4%，全部为正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8%，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 0.7%，全国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
收入增长 0.6%，这些主要指标的同比增速均实现了由负转

正。从当月看，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9%，连续 6

个月保持了正增长；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5.4%，连续 5个月
正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3%，连续 2个月正增长。

就业民生保障力度大
就业方面，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 898万人，基本完成全

年的目标任务。调查失业率呈现了稳中有落的态势，9月份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4%，从年初 6.2%的高位持续回落。从
居民收入看，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0.6%，增速和前三季度经济增长 0.7%基本同步。从物价看，物
价涨势比较温和。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3.3%，其

中 9月份同比上涨 1.7%。今年社会兜底保障力度尤其比较

大，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养老金和离退休金同比名义增长
8.7%，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增长 12.9%。

新动能引领作用凸显
新经济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前三季度，规模

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5.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7%，增速都比上半年加快。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9.1%，加快
2.8个百分点，幅度比较大。前三季度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15.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1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24.3%。5G建设、轨道交通新基建、新消

费的带动作用也在增强，9月份城市轨道车辆产量同比增长

超过 50%，智能手表产量增长超过 70%，新能源汽车产量增
长超过 50%。

权威 发布

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72278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0.7%。

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下降 6.8%，

二季度增长 3.2%，三季度增长 4.9%。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 48123

亿元，同比增长 2.3%；第二产业增加值

274267亿元，增长 0.9%；第三产业增

加值 400397亿元，增长 0.4%。
从环比看 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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