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抬头仰望，晴朗湛蓝的高空万里无
云；向下俯瞰，碧波荡漾的河水蜿蜒流
淌；闭眼轻嗅，微风裹着花香沁人心脾；
饭后散步，家门口就有“绿水青山”。这
是2500万上海市民的日常小确幸。
从卫星地图上看，苏州河宛如一匹绿

色的锦缎。70多岁的高雪兰每天5点起
床，去河边慢跑。她的女儿生于斯、长于
斯，见证过河水染浊又复清。2020年底，
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滨水岸线实现基
本贯通。笔者曾沿苏州河骑行，从起点到
终点，看两岸郁郁葱葱，天边云卷云舒。
苏州河是上海母亲河，苏州河治理是

上海水环境治理的重中之重，也是上海生态
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过去五年，上海治
水，先找到并拔除污染水体的病根——
3158条（段）河道2018年底全面消除黑

臭，4.73万个河湖2020年底基本消除劣V

类。给河道“做完手术”，上海又给水体做
“术后调养”。去年3月，上海宣布全面启
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到2035年，覆盖
全市的151个生态清洁小流域全部建成。
治水有方，治理有道。上海河（湖）长制

的经验是解决复杂水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
创新。全市6000余名河长都是不同层级
的地区行政负责人，每人“包干”至少一个
水体，追责对象明确。这些河长在特定区
域均有较高的行政资源调度能力，使治水
这件需要“合力”的难事得以高效地推进。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上海地处长

江之尾，“不能亏待长江的哺育之恩
啊！”长期致力于江豚保护的上海海洋
大学鱼类研究室主任唐文乔说。江豚是
长江特有的哺乳物种，因嘴巴微微上翘

被称为“天使的微笑”。 2021年1月1

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实行“十年禁
渔”。在这之前，上海就已经开始退捕、
禁捕工作。一年过去，许多“移居”的鱼
儿“搬”回长江，“微笑”也重现了。
防治污染，根还在调整产业结构和

转变生活方式上。2019年，上海在全国
率先出台实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地方
性法规，推动垃圾分类成为社会新时尚，
取得超预期成效。2021年，上海推广新
能源汽车25.4万辆；实现原生生活垃圾
零填埋目标；全面推进实施生活垃圾分
类；实施市级产业结构调整项目600余
项，有序推进重点区域转型升级。
过去五年（2017-2021），上海市环

保投入5199.69亿元。监测数据表明，
近5年上海市PM2.5年均浓度总体呈下

降趋势。2021年，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
低值——27微克/立方米。

数据背后，上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下
了大决心，花了真功夫，迎来好结果。正因
为在“绿水青山”上不遗余力，上海市民在
“家门口”也能拥有生态获得感。过去一
年，上海新增城乡公园126座，其中新增口
袋公园64座。口袋公园和社区公园、地区
公园组成“接地气”的三级体系，占据了城区
里的“夹缝”，让市民“出门500米就见绿意”。
如果你问上海人的生活幸福感是什

么？或许会得到这样的答案：抬头仰望
星空，走路脚下生风，心怀浩瀚宇宙，出
门“绿水青山”。生态软实力是城市软实
力的重要构成，其内核是以人为本。城
市美丽的“底色”更浓，当下的我们直接
受益，更造福子孙后代。

赢在当下，造福未来新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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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春有繁花秋有彩林的公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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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片绿地在家门口出现，一条条绿道在城市

中蜿蜒，免费开放、延长开放的公园越来越多……

2017年到2021年，上海新建绿地6223公顷，其中公

园绿地3772公顷，各类公园数量达到532座。绿色，

已成为上海城市发展最动人的底色、人民城市最温

暖的亮色。

亲历这五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规划发

展处副处长常炳华感触颇深：“五年来，上海生态建

设取得了长足发展，现在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022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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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常炳华眼中的申城生态建设

▲

2018年贯通的嘉定环城河步道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环城绿带成环城休憩带
常炳华的“五年”，始于环城绿带。

这是一条始建于1995年、长约98公里的

“绿线”，大部分与外环重合，如翡翠项链

般绕城而生。作为城市和郊区间的柔性

缓冲带，绿带建造初衷是为了限制城市

无序扩张。

2017年，经过近30年的建设，凝聚着

一代绿化人心血的环城绿带，终于基本建

成。此时，常炳华等几位干部从市绿化市

容局调任至上海市公共绿地建设事务中

心（下称“绿建中心”）。

那时，正值环城绿带从“建”到“养”过

渡的重要关头。为了让“绿项链”更加璀

璨夺目，为了提升大型绿色生态空间周边

居民的“绿色获得感”，组织上希望这些从

机关下沉的年轻干部大胆思考，尝试做一

些突破和创新。

近30年的环城绿带建设，留下的绿

色资源怎么利用？原本的防护功能是否

能向复合功能转变，打造“环城休憩带”？

以绿带为代表的上海大型生态公共空间，

又该往什么方向发展？绿建中心的同志

们一直在思考这个命题。

小课题“孵化”出大手笔
绿建中心有个保留项目叫“走绿

带”。每年，绿建中心班子都会制定一个

调研主题，带领员工去外环绿带开展徒步

调研，看看林子里的情况，了解市民对于

生态空间的需求。那时，基于防护绿地

的职能，绿带里很多区域树木种植密度

较高，且考虑到安全隐患，一直被铁丝网

围起。“不少居民都说，林子生态环境很

好，可惜走不进去，也没法玩。”常炳华回

忆道。

2020年，市绿化市容局正开展“绿容

青年智造”课题调研活动。结合“走绿带”

大调研，在绿化中心班子的支持下，常炳

华和中心年轻同志一起开展了一项名为

《环城绿带已建范围内公园绿地布局调整

及功能提升研究》的调研课题。课题组将

绿带中已建成绿地的“家底”全部摸了一

遍，了解地形地貌、统计绿地面积、掌握周

边人口情况和工厂企业布局……除了深

入林间，大家还去河道及市政道路口观

察，发现100多公里的外环绿道上，超过

140多个断点需要贯通。掌握了数据后，

课题组提出可抽稀苗木，将绿带打开，建

造供市民休憩游玩的“公园带”。

“那时，市局正在谋划环城生态公园

带，规划建设工作主要涉及环上、环内、环

外、五个新城等四部分。”常炳华说，“环城

生态公园带既有楔形绿地、生态间隔带等

大手笔生态空间建设，也有诸如贯通‘环

上’几个断点、新增几个公园等与市民感

受度息息相关的项目，这其中很多来自于

当年的调研。”

微小的火花，碰撞出了宏大的蓝图。

去年，上海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环城生态

公园带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将以

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为引领加快建

设“公园城市”。其中，“环上”将新增35

座城市公园，达到平均每2公里就有一座

公园，并建成100公里以上连续贯通的外

环绿道，建造30-40个绿道驿站。在“环

内”将建设森兰、碧云、三林和桃浦等10

个楔形绿地，在“环外”探索生态间隔带建

设。五个新城也将增加绿意，建设环新城

森林生态公园带及一批100公顷以上的

“绿心”公园。

生态理念与时俱进
2021年，常炳华调回市绿化市容局

规划发展处，具体负责绿地项目建设推进

工作。彼时，生态文明已被首次写入宪

法，党的十九大也已明确指出，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上海的生

态建设，也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这几年里，上海对生态空间的投资力度

是前所未有的，对于重大绿地建设的政策

支持力度达到了新高度。”他说。

除了政策的大力支持，在公园城市的

打造过程中，大家的理念也在与时俱进。

去年，市绿化市容局印发了《公园城市建

设指导意见》，持续推动“公园+”与“+公

园”建设，以公园为基底注入多元功能，强

化公园与城市的全面开放、融合、提质。

常炳华表示，上海生态空间的建设，

始终遵循“人民城市”“公园城市”“韧性城

市”发展理念。但作为超大型城市，上海

中心城区寸土寸金，大规模建绿非常困

难。因此，推进“公园城市”与环城生态公

园带规划建设，成了破解超大城市生态环

境建设瓶颈、不断推动绿色空间开放共享

融合的“破题”关键。

大家的努力，化为了一块块绿地、水

系或湿地，春有繁花，秋有彩林。2017年

至2021年，上海新建绿地6223公顷，其中

公园绿地3772公顷。206余万平方米的

立体绿化增加“绿视率”，1306公里绿道

在全市蜿蜒穿行，黄浦江两岸滨江绿道的

贯通更让市民的幸福感被“拉满”。

同时，五年间上海各类公园数量已从

243座增加到532座，共青森林公园、滨江

森林公园、世纪公园等公园实现免费开

放，免费开放公园已达424座，延长开放

公园数量已达399座。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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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城生态公园带的启动建设，更将续写上海

生态建设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