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交 70路终点站，巴士一公

司三车队为乘客准备了一场“指尖上
的植树活动”，乘客在终点站扫码，并

正确回答环保题目，便能获得一株多
肉植物。车队还在调度亭外的墙上制

作了一棵“希望之树”，邀请乘客将寄

语亲手粘贴在“树枝”上。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影报道

指尖上的
“植树节”

认养一棵树前，可以看到它的名字、规格及“报名照”；
确认所有信息后，一键付款；认养期间，还能通过手机查看
信息牌照片，或“云观赏”树林，看看它们在四季更迭中不同
的美……这样的认养方式，今后或将成为上海市民的常态。

今年是我国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40周年。记者从市

绿化市容局获悉，全新的义务植树认建认养平台已上线，目
前已有 4 座市属公园和 4 个区绿化部门试点使用，年内本
市所有认养点都将上线新系统。上海今年将有 10 万余棵
树木供认养，绿化部门鼓励市民采用认种认养、志愿服务等
方式，为义务植树尽责。

    今年是我国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40

?年，上海的森林覆盖率已从上世纪 90年代
初的 5%左右，跃升到 2020年底的 18.49%。

而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线下植树基地为何
难找？市民哪些行为可被视为尽了植树义务？

记者从绿化部门获悉，八大类行为可折算为
义务植树。

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

议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议案，明
确年满 11岁的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每人

每年应义务植树三至五棵，或完成相应劳动
量的育苗、管护和其他绿化任务。

但在上海，线下种树场所却难觅。一方面
可供植树的适宜土地不多，另一方面线下植

树花费的时间、精力、交通、物料成本很高，对
普通市民植树的技术要求更高。

2017年，全国绿委办出台《全民义务植
树尽责形式管理办法（试行）》，将义务植树尽

责形式拓展为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
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愿服

务、其他形式等 8类，并设折算?准。比如，救
护保护级别森林野生动物 1只，视作植树 1

株；抚育公共场所绿化地 2平方米，视作植树

1株；认建乔灌木 3株，视作植树 1株；认养
保护古树名木 1株，视作植树 3株……

同年，中国全民义务植树网络化平台在

上海启动试运行,?志着全民义务植树开始
走进了“互联网+”时代。平台运行四年来，

已有?余人参与了认养活动，超过 2?株树
木由市民个人或单位企业认养，募集善款近

百?元。
市绿委办表示，考虑到上海的地域条件，

鼓励市民更多地采取认种认养、志愿服务等

方式来替代实体种树。比如，全市的公园志愿
者、垃圾分类志愿者，都在用志愿服务践行环

保理念，今后是否也可纳入尽责方式？
而在认建认养方面，上海一直在挖掘潜

力。今年，全市已经准备了 10?余株树木供
市民认养。此外，本市计划设立 3-5个“互联

网+义务植树基地”，筛选总量较大、树木稳
定已形成景观的场所，给市民履行义务。

与此同时，绿委办也在思考如何提升服
务。有市民认为，认养的铭牌妨碍景观，今后

挂牌或许会向“小型化”发展。此外，当市民的
认养捐款遇到意外情况时，市绿委办也都与

设在北京的收款部门积极协调，进行人性化
操作。市绿委办也将借助“市民绿化节”，通过

绿化文化活动的形式，将“绿意”实实在在地
回馈给市民。

本报记者 金旻矣

    ■ 上海植物园
今年提供 200棵树木认养，包括植物大

楼附近的银杏、杉树和榧树，以及蔷薇园的

樱花、桃花、海棠。市民可在线上平台预约并
认养。3月 13日，园内将组织线下认养及挂

牌，市民核对预约信息后，可挑选树种，亲自
挂牌，并获取认养证书。

■ 上海辰山植物园
今年认养树种包括海棠、木兰、梅花，每

个树种 100棵，有效期一年。每位市民仅限

认养一棵。

■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
今年共推出“樱花、桃花、海棠、杉树、雪

松”五大树种及部分香樟树供认养。其中，桃

花 50棵，樱花 50棵，海棠 50棵，雪松 100

棵，香樟 5棵，杉树若干。

3月 12日至 3月 31日，市民可线上预

约并认养。园方将统一挂牌，市民将收获

电子认养证书。3月 13日，园方将邀请 15

组亲子家庭，举办植树节免费绿化养护体

验活动。
■ 上海滨江森林公园
今年推出美人梅、木兰、水杉三种树种

供市民和单位认养，园方已于去年 12月 30

日启动首批认养活动，目前认建树木近 200

株，认养树木 500多株。

■ 上海古猗园
今年提供 19株树木供认养，均为古树

和古树后续资源，包括 4株古树、15株古树

后续资源。包括逸野堂西侧 500岁的盘槐、
梅花厅西侧 112岁的七叶树、茶室南侧 112

岁的银杏、春藻堂北侧 94岁的橘树等树木，
均在可供认养之列。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樱花雪松和古木
认养树种选择多

八类行为可折算
义务植树方式多

    24 小时在线直播大熊猫、在线“围

观”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造……如今，

“云观赏”已成为一种热门的解压方式。在

彭春晓看来，认养之后的“云赏树”也能让
市民更关心生态与环保。“义务植树的目的

不光在于种树，更在于提高大家爱绿护绿
的意识。当你看到一片树林的季相变化有

多美时，一定会更明白植树的意义。”市绿
委办表示。

因此，基于新平台的上线，绿化部门也

计划增加“可视化”功能。“去年疫情后，很
多公园都开设了‘云赏花’，这为认养可视化

提供了条件。如果市民无法来现场挂牌，可

以由工作人员代劳，拍摄照片上传。有些认
养点较偏远，园方也可经常上传树木生长维

护的照片和视频。”市绿委办透露，在上海首
批 2家全国“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之

一的滨江森林公园，今后可能有意向打造
“实时可视”平台，每天固定时间打开视频，

供大家“云赏树”，体验“慢生活”。

目前，上海滨江森林公园、共青森林公
园、辰山植物园、古猗园 4家市属公园，以及

静安、黄浦、普陀、闵行 4区，已试点新平台。
今年内，所有认养点均将上线新平台。

每棵树木“一键可查”

    在“绿色上海”及“绿博士”微信公众号

上，有一栏“义务植树”。旧版平台中，点击
“我要认养”，会跳转到提供认养的部门，并

看到供认养数量等数据。填写个人信息后，相
关部门会联系市民确认意愿，并沟通款项支

付、挂牌等事宜。
而今天早晨，记者在新版平台上看到，

供认养树木的详细信息“一键可查”。市民选

定树木、填好信息并确认后，会进入支付环

节。完成后，将获得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

室、中国绿化基金会出具的《全民义务植树
尽责证书》，整个认养流程透明快捷。若逾时

未支付，这棵树就会重回数据库。
除了普通树木和古树名木，新版平台还

将上线“特色认养”。樱花季到了，开放一批
樱花树供认养，梅花盛开了，开放一批梅花

树供认养，市民可通过平台了解、欣赏植物

最优美的状态。

“优先续签”延续情感
    “新版平台，体现了上海认建认养在往

‘精准施策、精准筛选’发展。”上海市绿委办
相关人员介绍，以往平台中，市民认养的意

愿与真正采取行动之间，存在一个“时间
差”。在等待接洽期间，不少市民会因种种原

因错过认养，比如没接到电话，正在开会不
方便沟通等。而新版平台一键确认，认养更

便捷了，才能“留住”认养人。

对绿化部门来说，新平台的上线还有助
于摸清“可供认养树木”的家底，对树木进行

“精准筛选”。每棵树上线前，相关部门都要
先编号，并将详细信息登记入库。“不是所有

树都适合认养的，比如刚种下的树、远离公
园园路的树，都不合适。一般应选择性状稳

定、成活率稳定、离活动场所较近的树木。”

相关负责人说。

新平台还提供了“优先续签”功能，在下
一年认养时，市民可以提前“抢下”自己往年

认养的那棵树。比如，很多亲子家庭的认养
意愿都是长期的，希望孩子与小树一同成

长，“续签”可帮助人与植物建立的情感延续
下去。

新平台也保留了“适老化”设计，每个认

养点都有电话联系方式，不会操作的老年人
能打电话联系相关单位。

在新平台上线的同时，市绿委办还将制
定认养信息牌的制作规范。比如部分公园会

备好激光刻录机，市民可以在铭牌上现场刻
录姓名。在“立等可取”的同时，也避免油性

记号笔经日晒雨淋后笔迹褪色的尴尬。

可视化平台“云赏树”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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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义务植树认建认养新平台上线 8?单位试点

认养一棵树 随时看看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