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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在城市中感到疲惫，不
妨到“口袋”里歇歇脚。永嘉路上的
嘉澜庭，就是衡复街头一处舒适可
亲的口袋公园。

前不久，嘉澜庭捧回了亚洲地
区建筑界最高设计奖———2021

年亚洲建筑师协会颁发的“社会与
文化”建筑类金奖第一名和“社会
责任奖”特别奖。它究竟有什么“魔
力”，能够从众多设计中脱颖而出？

空间内充盈的暖意、诗意、惬意，或
许就是答案。

永嘉路上两排具有消防隐患的
残旧住宅拆除后， 空出来的区域改
建成宽约 18米、纵深约 40米的小

广场式的口袋公园。走进嘉澜庭，遮
风挡雨的长廊座椅上， 总能看到附
近居民休憩闲谈， 不少老年人眯着
眼睛“孵太阳”；广场中央的开阔空间，

孩子们三五成群结伴玩耍，笑语不断；

宠物狗欢腾地晃着尾巴， 脚踩落叶嬉
闹；再往里走，年轻人捧着咖啡，或是
阅读工作，或是轻松热聊……

社会学家威廉·怀特在著作
《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中提出，

一个成功的城市微空间离不开
“坐凳空间、阳光、树木、水和食
品”，嘉澜庭就是如此。 这里还开
出一家“口袋咖啡”店，从晨光熹
微到暮色四合，总是“超长待机”。

而到了周末，嘉澜庭还有各式各样
的文创集市、爱心义卖。

在密匝老旧的街区中， 嘉澜

庭自然地形成一个“缺口”、一块
“留白”。口袋公园的存在，释放了
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迫切需求；人
们的互动、感知、期待，将它一点
一点填满。

口袋公园，指的是规模很小的
城市开放空间，常呈斑块状散落或
隐藏在城市结构中。在城市社区微
更新的当下，许多“边角料”“零碎
地”摇身一变，改造成嵌入建筑与
街区的一只只“口袋”，在实现土地
资源精细化利用的同时，改善了城
市的人居环境。

人们为什么需要口袋公园？ 因
为它们选址灵活、容易到达。在高密
度的城市空间中， 这绿意盎然的一
方舒朗，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
“热岛效应”， 让生态绿色与柴米油

盐一样触手可及。 自然舒适的公共
空间，也满足了市民休闲小憩、沟通
交流的需求。行色匆匆的人们，可以
在这里释放压力； 孩童们有了户外
玩耍的好去处； 居住在附近的陌生
邻里，则有了熟悉亲近的机会。

口袋公园，就好像在城市肌理
上“绣花”。 在上海，缤纷多彩的口
袋公园在有限空间内萌芽生长，回
应人民所需所盼，把最好的资源留
给人民。静安区胶州路安远路交叉
口，有一座由临时停车场改造而成
的“音花园”，留声机喇叭形的红外
线感应音响， 让人们聆听到流水、

鸟鸣、蛙叫等自然界的声音。 杨浦
区有一处创智农园，蚯蚓塔、雨水
收集、 小温室让人体验农事乐趣。

黄浦区的“追梦园”，原来是一片杂

乱的工地，如今再现“喧鸟覆春洲，

杂英满芳甸”的自然景象……

精心改造之后， 怎样呵护维系
好口袋公园的美， 也考验着城市的
精细化治理。此前有媒体报道，有的
口袋公园杂草丛生、 垃圾遍地；有
的缺乏照明设施、 夜跑有隐患……

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履职，负起管护
责任。 与此同时，也期待着来来往
往的人们感受到美好环境的积极
映射，凝聚起自治共治力量。

上海要打造 “千园之城”，到
2025年，全市各类公园数量增加
到千座以上。聚焦中心城公园布局
盲点问题，新建、改建 300座口袋
公园。远处有景、近处有绿、可视可
达———这座城市的暖意、惬意与诗
意，就藏在你我身边的“口袋”里。

    本报讯 （记者 孙云）“我是上

海理工大学学生，每天上下课都要
路过军工路，这段路经常在维修，雨

天拥堵严重，晴天扬尘漫天……”
“杨浦滨江风景很好，年轻人逛的时

候喜欢通过朋友圈或微博与更多人
分享，但是滨江驿站的网络信号很

差，以致餐饮设施等便民信息查询

非常不便捷，影响体验感”“我家儿
子两岁，想要找个托育点，公立的已

经饱和，私立的又太贵，希望能增加
公立的托育点”……

昨天下午，在位于平凉路 700

号的杨浦区人民建议直播间和杨浦

滨江沿线党群服务驿站等处，六位

市民代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畅所欲言，对 2022年杨浦区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提出自己的人民建

议。相关部门代表当场回应：其中有
的建议已列入实事项目清单，有的

虽未纳入实事项目，但也将在明年
改进完善。这样的积极态度令建议

人纷纷点赞。

去年 9 月杨浦区人民建议征

集办成立以来，主动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问效于民。政府实事项目

是民心工程，为了真正实现“把好
事办好、把实事办实”，区人民建议

征集办联合区府办，共同开展 2022

年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网上公众

征集。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杨浦时

报、微信公众号、“一线工作法”等
多种渠道共征集到相关建议 120

条。经梳理分类，居民们在推进“美
丽家园”、加强市政道路建设、增加

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最多，
需求最迫切。梳理还发现，提出人

民建议的市民具有很大的年龄和

职业跨度，体现出“高手在民间”的

特点，真正发挥了基层治理的“好
参谋”作用。

在杨浦区过去一年多的人民建
议征集中，已有逾三千人次提出自

己的真知灼见，其中，针对四平电影
院改造、长白松延“美丽家园”改造

等征集到的不少人民建议都已付诸

实施。杨浦区人民建议征集办相关
人士表示，今后将通过更便利市民

的“人民建议直播间”、试点在社区
中建立人民建议会客厅等形式，进

一步将建议征集窗口下沉到基层，
贴近居民身边，让居民有主动“发

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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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袋”里 找到暖意惬意诗意
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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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明年民生实事问需于民
“民间高手”线上线下畅所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