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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城市精神 彰显城市品格 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

    本报讯 （记者 金旻矣）今天

起，市民可以在本市 14家公园买到
本地产优质水果。7月 15日至 8月

31日，一年一度的“上海地产优质
果品进公园”推介活动正式启动，正

宗本地产的葡萄、水蜜桃、梨将甜蜜
登场。

这 14家公园包括世纪公园、大

宁郁金香公园、闵行体育公园、上海
植物园、上海共青森林公园、闸北公

园、丽园公园、中山公园、新泾公园、

鲁迅公园、长风公园、长寿公园、杨

浦公园、金桥公园。推介时间为每天
上午 6时至 10时。其中，7月 15日

起，上海植物园、大宁公园、丽园公
园、金桥公园和长寿公园将开设为

期三天的水蜜桃专场。

这次优质地产水果推介活动由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上海市供销合作

总社组织，遴选的都是本市郊区水
果标准园和安全优质信得过果园的

产品。在售的果品中，主要以葡萄、

桃、梨等为主。这些果品全部都是沪

郊当季成熟产品，由果农当天或前

一天采摘直接送至公园，以保证新
鲜度。

展销推介期间，主办方将对参

与活动的合作社考核打分，考核的
内容包括果品品质、包装规范、明码

标价等项目。同时邀请第三方机构
提前开展果品农残抽检等，不合格

者不得入园。

葡萄、水蜜桃、梨等当季地产水果甜蜜登场

今起沪上14家公园鲜果“开卖啦”

    2025年，上海各类公园数量将

达1000座以上。“公园城市”如何打
造？在昨天召开的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绿化市容部门透露，“十四
五”期间，上海将建成世博文化公

园、北外滩中央公园、前湾公园、上
达河公园、奉贤中央森林公园、马

桥人工智能体育公园等一批大型

标志性公园。同时，通过建设环城
生态公园带，完善城乡公园体系，

建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
海特点”的公园城市，彰显“绿化软

实力”。

“公园城市”目标明确
日前，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

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环
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的实施意

见》，明确以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
建设为引领、加快公园城市建设的

目标任务。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邓建平

表示，上海建设“公园城市”的总体
目标已经明确———到2025年，全市

各类公园数量将增加到1000座以
上；“一大环+五小环”环城生态公

园带体系基本形成，“一江一河一
带”公共空间格局初步形成；2035

年，“公园城市”基本建成，生态空
间占比达到60%以上，力争建成公

园2000座；以外环绿带为骨架，向
内连接10片楔形绿地，向外连接17

条生态间隔带，与“五个新城”环城

森林生态公园带密切衔接的宜居

宜业宜游大生态圈基本建成。
从今年计划来看，本市将新建

绿地1000公顷，其中公园绿地500

公顷，新增各类公园120座以上，其

中口袋公园60座以上。

“公园加法”解题思路
截至2020年年底，全市公园

数量为406座，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为 8.5平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18.49%。从400多座到1000多座，

寸土寸金的上海将如何做好这道
公园加法题？

绿化市容部门介绍，“千园之

城”将这样打造：首先，在重点区域

建城市公园。如“一江一河”区域将
建成世博文化公园、北外滩中央公

园、杨浦滨江大桥绿地、闵行紫竹
兰香湖绿地等；在外环绿带上，通

过功能提升新建35座城市公园；在
“五个新城”区域，新建或改造提升

一批100公顷左右的“绿心”公园。

其次，布局“扫盲”建口袋公园。主
要结合滨水绿化、街头绿地、单位

绿化开放共享等多种方式建设口
袋公园（街心花园）。最后，因地制

宜建乡村公园。五年内将建成乡村
小微公园200座左右，改建开放休

闲林地公园50座左右。

提升市民幸福感
彰显城市软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新建600

座公园，并非简单的“量”的增加，

还将有明显“质”的提升。发布会
上，市绿化市容局总工程师朱心军

表示，“质”的提升主要表现在落实
“四化”要求、加强智慧公园建设、

提升配套服务能级、推动公园+文

体旅、实现公园免费开放、逐步延
时开放以至24小时开放等。

记者从《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
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中获悉，上

海在打造“公园城市”的过程中，将

进一步优化“市民-公园-城市”三

者关系，破解超大城市生态环境建
设瓶颈。通过“+公园”建设，推动城

区、园区、街区、校区、社区、乡村的
品质提升；通过“公园+”建设，将公

园与体育、文旅、服务配套、安全等
有机融合，提升城市品质。

“建设公园的出发点可以概括

为三个提升：提升市民幸福感、提升
城市软实力、提升城园融合度。”朱

心军表示，让城市处处有公园、公园
处处是美景，将明显提升市民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也可以更好地彰显
城市软实力、增强城市吸引力。

本报记者 金旻矣

2025年上海各类公园将达千座以上

寸土寸金地如何再建600座公园

“环上”2公里就有一座城市公园
上海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令人眼前一亮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在上

海打造“公园城市”的建设中，环城
生态公园带一直备受关注。以长约

98公里的外环绿带为依托，“环上”
“环内”“环外”今后分别将呈现怎样

的美景？在昨天的市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绿化市容部门做了详细介绍。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

长邓建平表示，环城生态公园带的
规划建设，涉及“环上”“环内”“环

外”“五个新城”等4个区域，共有11

项重点工作。

环上———新增城市公园35座以上
改造提升已建成的外环绿带，

优化拓展14个已建成公园的功能。
到“十四五”末，在98公里长的外环

绿带上，新增城市公园35座以上，平

均每2公里就有一座城市公园，形成

“长藤多瓜”“串珠成链”的格局。
推进外环绿道改建、新建和贯

通，建成100公里以上连续贯通的
外环绿道，其中步行道和自行车道

兼备，绿道驿站30-40个。绿化部门
将在环上增加彩化、珍贵化植物品

种，实施“四化”改造500公顷以上。

环内———建设10个楔形绿地
在外环绿带以内的“环内”，上

海将建设10个楔形绿地。包括建成

森兰、碧云、三林和桃浦等4个楔形

绿地，新增绿地面积300公顷以上；
推进北蔡、吴淞、大场、吴淞江、吴

中路等5个楔形绿地规划建设，新
增绿地面积400公顷以上；启动三

岔港楔形绿地规划建设研究，结合
滨江森林公园功能提升，打造吴淞

口区域绿色发展示范区。

环外———探索生态间隔带建设
一是以闵行区吴淞江生态间

隔带为试点探索生态间隔带建设

政策；二是有意愿、有条件的相关

区启动生态间隔带建设方案研究，
注重特色营造、强化布局交融、资

源整合，打造“生态、生产、生活”相
互渗透、无界融合的生态公园；三

是注重林水复合、蓝绿共生，系统
谋划浦江第一湾区域的生态建设。

记者获悉，今年本市将推进浦

东新区森兰、碧云、三林和普陀区
桃浦楔形绿地建设，建成楔形绿地

130公顷以上。在环上公园改造方

面，将启动浦东金海湿地公园、宝

山大黄村绿地、普陀凌家浜绿地、
嘉定绥德路绿地、闵行梅陇绿地和

徐汇华泾公园等6个地块改造。同
时，编制完成闵行吴淞江生态间隔

带专项规划，并积极推动“新城”绿
心公园建设，争取松江新城中央绿

地、青浦新城上达河公园、奉贤新

城中央森林公园、临港新城绿丽港
楔形绿地及顶科“绿心”公园项目

开工建设。

购买指南

■ 青浦环城水系公园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武夷路延安西路口新建的口袋公园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地点 世纪公园 6号门
品种 水蜜桃、梨、葡萄

地点 大宁郁金香公园北门
品种 水蜜桃、梨、葡萄、黄桃

地点 闵行体育公园 2号门
品种 水蜜桃、葡萄、梨、蟠桃

地点 上海植物园 3号门
品种 葡萄、水蜜桃、梨、黄桃
地点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西门
品种 梨、桃
地点 闸北公园出口
品种 葡萄、水蜜桃、黄桃、梨
地点 丽园公园大门
品种 水蜜桃、黄桃、梨、葡萄

地点 中山公园 3号门
品种 水蜜桃、黄桃、葡萄、梨
地点 新泾公园北门
品种 水蜜桃、黄桃、葡萄、梨
地点 鲁迅公园南门
品种 水蜜桃、黄桃、葡萄、梨
地点 长风公园 2号门
品种 水蜜桃、梨、黄桃、葡萄
地点 长寿公园南门
品种 梨、水蜜桃
地点 杨浦公园东南门
品种 葡萄、水蜜桃、梨、黄桃
地点 金桥公园东门
品种 葡萄、水蜜桃、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