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鹭黑水鸡不用搬家了》。昨天，新民晚
报头版刊登的松江区师生保护教室外天然湿
地的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 一位网友表示，

通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让
上海成为更多鸟类的“天堂”。

英国作家巴恩斯在其所著的 《窗外飞过
一只鸟》中写道：鸟儿拥有人绝不可能具备的
天性，仅仅是它们的存在、它们在人类面前的
飞行，就为人们每天的生活增添了欢愉。

“透过望远镜，对准一只远方的鸟，将它
拉近，放大于眼前，然后，翻开一本鸟类图鉴，

逐一对照，查寻它正确的名字与解释。 ”生态
作家刘克襄在 《鸟人》 里曾经这样描述过观

鸟。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中，也有不少这样
的观鸟人，通过他们的镜头，近年来发现了越
来越多过去没有在申城看到过的鸟类。

据有关资料记载，近百年前，上海鸟类记
录为 226种。 到解放初期，上海已经记录到
280种鸟。进入新千年，随着鸟类调查监测的
日趋完善，观鸟爱好者群体的不断壮大，上海
野生鸟类记录持续增加， 越来越多的罕见鸟
种被记录在册， 目前上海地区记录在册的野
生鸟类已经达到了 513种。

对于许多鸟儿来说， 如果一个地方有吃
有住有玩，环境好，没人驱赶，它就乐意住下
来。 上海历史上曾经有过 3000多只小天鹅
在沪过冬的记录， 但 2000年左右已经难觅
它们的踪影。 2010年后，南汇东滩开始零星
出现小天鹅身影，2015年后数量迅速攀升，

近年来，上海市崇明东滩、横沙东滩、南汇东
滩都有稳定的小天鹅越冬群体栖息记录。

今天，在上海的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鸟
儿栖息，它们时而独唱，时而合唱，那美妙的声
音让人陶醉其间。对于“寸土寸金”的上海，要进
一步打造“鸟类天堂”，就应该保护和维持一定
数量的具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原生态湿地，

维持生境中包括植物、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
等各类物种的多样性，松江区师生保护那块“云
间湿地”，就属于这个类型。

除了保护之外， 上海近年来通过修复生
态环境，也为鸟类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截
至 2020年底， 上海森林覆盖率达 18.49%，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8.5平方米， 湿地保有
量达到 46.46万公顷。 这也让一部分鸟儿不
仅在冬季选择来上海越冬，还留了下来，把上

海当作永久的家，比如骨顶鸡等。 前两天发布
的《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四五”规
划》中提出，以“环城生态公园带”提升主城片
区整体生态环境品质，将外环绿带和近郊绿环
及其两侧生态间隔带、楔形绿地组成环城生态
公园带，以绿道建设贯通公园带，在主要节点
处建设一批大型郊野公园（区域公园），形成
“全线连通、长藤结瓜”的生态格局，这也将营
造更有利于鸟类生存的空间。

上海十二时辰，虽然不乏车水马龙，但是
生活在这里的鸟类， 为紧张繁忙的都市平添
上几多悠闲韵味。 更美、更温馨的城市，也会
更有温度。展望未来，生态绿色将成为上海城
市软实力的重要标识。 “鸟语”和“花香”，让城
市中的人找回与大自然连接的能力， 并助力
打造宜居宜业的高品质城市。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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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之“绿”筑“鸟类天堂”
方 翔

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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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新城·

千年敬奉贤人地
化作鱼跃未来城

春秋时期，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言偃，来到南方
一片蛮荒之地，教化百姓，传道授业，将其变成滨海文墨
之乡。当地百姓感念恩德，便在城隍庙中建立了言子祠，后
来建县时因此得名奉贤，意为“敬奉贤人之地”。

2400 多年后的今天，奉贤新城作为五大新城之一，被列入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这一古老的地名正以
全新的姿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在奉贤新城的中心位置，最具特色
的莫过于金海湖这一地标，形似一条腾跃而起的金鱼，述说着这片土地
厚重的历史，与对未来的憧憬期盼。从古至今，奉贤人都深刻意识到，引
来“贤人”是“贤城”立足根本，而奉贤新城的规划理念，也处处体现这
一初衷，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便捷的未来
之城。

产业兴旺发展
今年上半年，奉贤区交出一份优异的经

济成绩单，1至 6月，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607

亿元，可比增长 16.1%，增速排名全市第三。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产业的蓬勃发展，而奉

贤新城在其中功不可没。
在新城北片区，江海经济园、工业综合

开发区、生物科技园区构成新城产业集群的
主力。其中，“东方美谷”与“未来空间”两大

千亿级产业集群构成的“双擎驱动”，是奉贤
新城近年来产业版图中最为耀眼的名片。

2015年，以化工行业见长的奉贤率先窥

见了化妆品产业蕴藏的机会，着手打造“东
方美谷”美丽健康产业品牌，“东方美谷”品

牌价值超 110亿元，获评全国唯一“中国化
妆品产业之都”，资生堂、欧莱雅、完美日记

等众多国内外著名化妆品企业纷至沓来；化
妆品上下游产业形成集聚。如今中国每生产

四片面膜，其中一片就产自“东方美谷”。
不同于人们概念中的单一园区，“东方

美谷”是覆盖整个奉贤的巨大产业集群，而
奉贤新城作为“东方美谷”核心区的所在地，

在未来将集聚更多化妆品行业知名企业，成
为中国化妆品产业皇冠上的明珠。

“未来空间”瞄准高端制造业，打造“整
车+核心零部件+智慧出行”全产业链。位于

新城内的临港南桥智行生态谷，由城市道

路、园区、地下停车场（库）组成的奉贤区自
动驾驶汽车开放测试示范区已投入使用。

截至去年底，新城范围内有规模以上企
业 167户，占全区规上企业总量 15.8%；实

现规上工业产值 498.7 亿元，占全区的
26.2%。现代服务业方面，2020年，奉贤新城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93.88亿元，占全

区的 57%，奉贤新城商贸服务业已经成为新
城产城融合的重要支点。

生态人文优越
奉贤新城有 67.91平方公里，通过水系、

绿廊、道路分割成若干不同功能定位的区

域。“蓝与绿”是新城核心区色彩主线。
上海之鱼人工湖以及周边水系代表了

新城的蓝，而北侧 7000亩中央生态林地则
构成了新城的绿，这一气势恢宏的“城市客

厅”面积超过了纽约中央公园，成为了名副

其实的“城中绿肺”。
围绕着碧波荡漾水天一色的“上海之

鱼”，年丰公园、雕塑艺术公园、青年艺术公
园、泡泡公园等绿地公园星罗环绕。湖边 400

亩暂未开发的建设用地，种植了自然式花海，
成为最受奉贤市民欢迎的“网红”打卡点。

除了自然环境，人文魅力也是奉贤新城
的一大亮点。位于南桥镇的“南桥源”，顾名

思义是南桥的源头，从形成这个水乡聚落开

始，历史文化就不断在这里积淀，“南塘第一
桥”，留下了“南塘春色浓于酒，佳句争传第

一桥”的美妙诗篇。根据规划，南桥源改造方
案将依托昔日江南水乡古镇南桥的历史文

脉，结合浦南运河水街打造，重构生态系统
与生活系统，打造一片有历史传承、有城市

温度的复合社区。

位于解放路上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园林
建筑沈家花园，在完成了一年多的修缮工程

收尾后，一期工程对外开放。而新建路上因
生产“进京乳腐”而久负盛誉的鼎丰酱园，经

过改造后，成为了一个“能闻到酱香味”的文
创园区。

生活宜居便捷
吸引人才，另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生活

配套。目前，奉贤新城约 40万人，按照到

2035年百万人口的目标，未来 15年内，奉贤
新城每年平均至少要新增 4万人。相应的配

套设施规建，是奉贤新城当前发力的重点。
奉贤新城借鉴中国古代“九宫格”城市

建筑方式，用“格”为单位，以步行 15分钟为

尺度，充分配置、整体提升医疗、教育、文化、
体育等公共配套资源，并精细、唯美打造城

市“微空间”“微功能”，实现“15分钟社区生
活圈”。

经过 10多年的营造，虹梅南路越江隧

道建成通车，首条直通城区的 BRT快速公
交线路———奉浦快线开通运营，轨交 5号线

奉贤段实现并轨……这些交通设施的完善，
大大缩短了奉贤新城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并

让新城融入 30分钟都市生活圈。
在教育方面，奉贤新城已引进格致中

学，下一步将加快建设上中国际部、世外学

校等，塑造一体化的全新教育集团；医疗方
面，奉贤新城已引进 3家三甲医院，国妇婴

奉贤院区预计年底建成，新华医院奉贤院区
预计 10月开工建设，复旦儿科奉贤院区也

准备启动建设，未来还将推进亚洲妇儿医学
中心的落地。

同时，新城功能性项目也进入建设。九
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心、区城市博物馆、

老年大学、第二福利院、区委党校（行政学
院）、东方美谷 JW万豪酒店陆续建成交付并

使用。海之花市民活动中心、万达广场、龙湖
天街等项目也正在有序推进中。

奉贤，因贤人汇聚而兴，也志在成就人
们的美好生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奉贤

新城将始终把人民的感受度获得感放在首
位，不负“敬奉贤人”之名，成为南上海一道

靓丽风景。东方美谷 ·未来之城，独立、无边
界、遇见未见。

   本报记者 李一能

■ 东方美谷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