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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上海新闻

今天起至11月26日，“2022年金秋赏菊

季”在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举行。赏菊季主题

为“品金秋菊韵，享美好生活”，18多万盆、500

多个品种的菊花通过多元化布展手法打造成

各式造型，充分展现菊花生态与文化魅力。

值得期待的是，中国“十大名菊”首次与二次

元人物结合，国风国潮元素也融入了赏菊季。

赏菊展区各有亮点
此次赏菊季包含室外景点、精品菊花、插

花艺术、海派书画等展区。室外景点展示区

位于原花艺馆，依托森林背景布置了8组景

点，采用绿雕、花境等形式，打造丰富的菊花

景观，充分展现人民城市建设发展取得的丰

硕成果和日新月异的城市变迁。

精品菊花展示区位于香樟广场区域，采

用精品菊花造景与科普文化相融合的创新布

置方式。其中，展示精品菊花约500个品种，

主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统独本菊、多头菊、

案头菊、切花菊及从国外进口的新奇特小菊

等。同时，菊花分类、菊花诗词、菊花绘画、菊

花图谱等科普知识也融入展区，传统大立菊、

悬崖菊、塔菊及创意仿生菊等点缀的林下空

间为市民、游客献上丰盛的“菊花盛宴”。

插花艺术展示区位于游客服务中心，展

示20件精美菊花插花艺术作品，结合中国传

统插花“瓶、篮、盘、碗、筒、缸”六大器皿，展现

海派插花“自然、秀雅、时尚、多元”的特色。

“菊花倒影”野趣横生
赏菊季中，园方以西南大门入口互相贯

通的主干道为主，采用立体与平面结合的方

法，沿线布置菊花花坛、菊花自然花境等景

观，烘托热闹氛围。西门主干道两侧、花艺馆

中间、花艺馆北侧花坛、原杭州常州景点等区

域则增加了各类菊花种植，并点缀园艺景观

小品，呈现“菊韵秋光”氛围。

共青森林公园优美的水系一直为游客所

喜爱。在原花艺馆及华明桥南侧等河岸区

域，园方以“水景森林”为主题，布置以菊花为

主的自然花境，花境中嵌入自然式菊花小径，

打造林下空间的“野趣菊花”美景。河面则布

置了菊花立体造型，呈现出唯美秋色。

菊花仙子闪亮登场
赏菊季中，园方也精心准备了多项活

动。赏菊季期间的3个周末，“说菊”“画菊”

“写菊”科普活动将为市民提供近距离了解菊

花的机会。同时，园方还推出了菊花仙子见

面会、森林寻宝、剪纸体验活动、非遗文创市

集、菊花公益赠送五大主题活动，将“公益、文

化、环保、创意”元素融入。

比如，公园特邀专业插画大师，根据中国

“十大名菊”的不同特征，创造出十位菊花仙

子。这也是公园首次将菊花与二次元人物相

结合，将国风、国潮元素赋予名菊。

又如，去年广受好评的非遗文创市集今

年将回归。现场将布置多个木屋及帐篷，邀

请民间非遗传承人入驻，展示剪纸、龙凤花鸟

字、棕编、泥人等传统技艺，并将菊花元素融

入其中。同时，现场还有菊花切花、盆栽、菊

花茶、菊花周边文创产品供选购。

此外，很多市民都关心撤展后的菊花何

去何从。记者获悉，展出结束后，园方将精选

数百盆菊花赠送给市民。如果养护得当，这

些菊花明年还将继续绽放，甚至有机会在市

民展台上和大家见面。

本报记者 金旻矣

金秋赏菊季在共青森林公园举行
中国“十大名菊”首次与二次元人物结合

本报讯（记者 左妍）市卫健委今早通

报：10月27日0—24时，无新增本土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1例，

其中10例无症状感染者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昨天下午通报的这例社会面发现的阳性

感染者为女性，31岁，居住于杨浦区大桥街道

长阳路1315弄，常态化核酸检测中发现异常。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感染者活动轨迹除居住

地外，主要涉及长阳路1381-1号德鲜果品、长

阳路1289-1号三更缘生鲜（长阳路店）、双辽路

758号-1、眉州路888号通农生鲜。

上海昨新增11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最近，甜爱路上新增了一座

爱心形的“红绿灯”艺术装置，吸引

了不少市民朋友前去打卡拍照。

该“红绿灯”并不是作为交通灯使

用，而是配上红蝴蝶结，作为艺术

装置点缀甜爱路。甜爱路被称为

“上海最浪漫的路”，特别是在老的

墙面外加装了透明板，保护了墙体

建筑，满足了年轻人涂鸦的需要。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去浪漫甜爱路
赏爱心“红绿灯”

从海上丝绸之路
起点到上海“北大门”

很多人对于白鹤镇可能有些陌

生，但是这里其实历史文化底蕴十

分深厚。三国时期，东吴孙权在此

建造青龙战舰，因此名为“青龙镇”。

据县志记载，米芾就当过青龙

镇镇监（镇长），以至于这里成为上

海地区最早出现文化娱乐区的城

镇。宋代诗人梅尧臣也曾在青龙镇

居住、游历，撰写了第一部青龙镇志

《青龙杂志》且创作了诗歌一首《青

龙江上观潮》。常在青龙镇流连忘

返的文人墨客还有宋之问、白居易、

杜牧、陆龟蒙、皮日休、范仲淹、王安

石、秦观、陆游、赵孟頫等……

时光荏苒，青龙镇不复存在，

白鹤镇应运而生，地理位置比当年

更加具有优越性——地处青浦“北

大门”，东连西虹桥，辐射长三角。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上海

2035规划》，市域线嘉青松金线（规

划中）在白鹤就有一站。作为串联

上海市嘉定区、青浦区、松江区、金

山区的轨交线，嘉青松金线将大大

提升白鹤的直联直通水平，强化白

鹤与虹桥主城片区、青浦新城、安

亭中心镇之间的互动联系。

除了规划中的嘉青松金线之

外，白鹤镇境内有G1503上海绕城

高速公路、S26沪常高速穿行而

过。此外，白鹤镇北侧还有G2京沪

高速，自驾前往大虹桥、嘉定新城、

上海市区都很方便。

从“小杭州”到长三角
节点型城镇

历史上，四面通衢之地往往也

是商贸繁盛之地。白鹤镇境内的

青龙镇遗址，是当年江南名镇之

一，因其是江南地区对外出口的重

要地区之一，号称“小杭州”。

如今的白鹤镇，既是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及沪宁发展轴上的

门户型城镇，也是青东五镇（白鹤

镇、赵巷镇、徐泾镇、华新镇和重固

镇）及“安花白”（嘉定安亭—昆山花

桥—青浦白鹤）城镇圈中跨界耦合

的节点型城镇，正在努力打造成为

集先进制造、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于

一体的综合型生态宜居城镇。

今年9月，《上海大都市圈空间

协同规划》对外公布，明确由上海

及周边的无锡、常州、苏州、南通、

宁波、湖州、嘉兴、舟山在内的“1+

8”城市构成。至此，总面积约5.6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42万人

的上海大都市圈由此诞生。与苏

州昆山接壤的白鹤，又成为“上海

大都市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迎

来了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契机。

从“生活圈”到“幸福圈”

一座城镇的活力，不仅在于它的

宜商宜业，也在于其宜居程度。如

今，这里是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

上海非物质文化（沪剧）传承基地。

与此同时，白鹤镇已启动幸

福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打造

“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争取实现

全镇26个村居幸福社区全覆盖。

在白鹤镇，步行15分钟的生活半

径，配置了农贸市场、大型超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形成“安全、和谐、美丽”的幸福家

园，并逐渐成为长三角近悦远来

的典范城镇。

在这样一个低调的幸福镇，自

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居住项目，承

接大虹桥、青浦新城、长三角一体

化和上海大都市圈的溢出效益。

遗憾的是，白鹤镇此前十年并没有

一手住宅入市，导致人才导入十分

有限。而2022年11月即将入市的

宝业 ·活力天境（备案名：宝业活力

佳苑）填补了这一空白，助力“白

鹤”在十四五期间展翅飞翔。

这个被低估的上海古镇
正在“白鹤”亮翅

何以大上海？上海之大，在
于它的内涵非常丰富。上海有着
最现代时尚的街区，也有江南水
乡风格的古镇。在上海的106个
镇中，点缀着不少千年古镇，其中
位于青浦区的白鹤镇十分低调，
境内有“小杭州”青龙镇遗址，如
今则是“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事实上，这可能是一座被严

重低估的上海古镇。在长三角
一体化和大上海都市圈的双重
战略加持下，这条沉睡多年的
“青龙”似乎正化身白鹤而“亮
翅”魔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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