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带悄悄变身
天然自有趣味

建于1980年的杨浦区松花江路40弄小区里有一堵围

墙，一侧住的是部队军人、转业干部及职工等，另一侧则是

企业职工分配房，两边的权属及管理模式不统一，所以长

期各自独立，但唯一的出入口在北侧。多年下来，不仅使

得围墙南侧居民进出要绕行200米，围墙下的环境也逐渐

脏乱差起来。

不过，最近这里大变样了：围墙被拆了，空地变成了军民

同心的党建微花园，原本“南北分隔”的住户如今都对这样的

变化很满意，如今经常在花园里一起聊天。松延居委会主任

张波说，“现在小区居民的关系特别好，居民们也反映，菜场、

超市都在小区南侧，以前买东西要绕路，现在方便多了。”

前不久，长白新村街道以松延居民区“美丽家园+”项目改

造为契机，通过开展居民意愿征询和人民代表建议征集等方

式，响应民声推倒了这堵墙。借助街道、居民自筹等三方渠

道，项目资金共筹措38万元，其中居民自筹1万元。如今改造

完成后，增添了休闲放松的绿化步道和共享晾晒场地，还增加

了7个电动汽车充电桩和6个整齐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如

今，居民们都喜欢下楼到花园里坐坐，最近正是绣球花盛开的

时间，坐在木质长凳上，聊聊天、赏赏花，都是一件乐事。

“出门入园，推窗见绿”，为响应“十四五”期间口袋公园建

设要求，杨浦区近期新建7座口袋公园，改建1座口袋公园。

杨浦区着眼长远规划布局，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结合“美丽街区”“口

袋公园”的建设，不断提升

市民居住环境。

本报记者 孙云

最近，“市民园长”王敬儒途经轨道交通9号线杨高中路

站附近，每次都要到进才中学南大门两侧看看。在这里，新出

现了两块漂亮的绿地，原来它是全新打造的“思贤园”，也是浦

东新区首座以教育为主题的口袋公园。漫步其中，除了鸟语

花香，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名言随处可见，浓浓的传统文

化气息扑面而来。

“思贤园极大丰富了周边市民的户外游憩环境。园内以

前‘榉’后‘朴’为植物特色，点植郁李、花桃等丰富季相，寓意

学校教育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以自然式花境与景墙结合，

提升文化氛围，营造科普学习、健身活动场所，成为一个寓教

于乐的口袋公园。作为这个口袋公园的园长，我深感自豪，也

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公园后期的养护和宣传作出贡献。”

不仅是“思贤园”让人见贤思齐，还有一大批造型精致、设

施完善的口袋公园，也星星点点亮相浦东街头，打造出“一园

一特色、一园一主题”的城市绿色空间。比如，听潮园以“漫步

听潮园，闲适享阅读”为理念，打造一条以人为本的滨水休闲

漫步绿道，体现出王维《田园》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

烟”之意。田心花园面积2300平方米，以“方田花园，怡然身

心”为创意，给人以“阡陌交通，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之美。

古乐园在保留古风的基础上配合现代元素，以“宫商角

徵羽”的中国古代五音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含蓄阐

述了健康养生的主题。“所有口袋公园统一标识牌，让

市民群众了解每座公园的概况、特色、主题。”浦东新区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浦东新区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将筛选50

余块直管公共绿地、30块街镇公共绿地建设口袋公

园。2023年，项目总投资4398万元，目前10座口袋公

园已完成方案设计及绿地所属街道意见征询。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开园两个半月以来，位于长宁区长宁路与芙蓉江路交会

处的“镜花园”口袋公园已成为苏州河畔又一座景色宜人，适

合居民散步遛娃的好去处。

周家桥街道居民李女士表示：“现在走出家门，转角就能

到口袋公园，将园林搬到家门口，使原本单调的绿地变得色彩

缤纷，鲜艳的花簇、翠绿的植被、活泼的涂鸦，实现了水清、岸

绿、景美，这里还增设了雕塑，注入了文化元素，到了夜里，景

观灯映照下的公园又有了新的面貌，若隐若现的感觉太美妙

了！现在吃完晚饭，去公园走一圈，非常惬意。”

“镜花园”北临苏州河，西侧为苏州河景观步廊，东侧是古

北路桥，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公共绿地改建而成。公园使

用镜面不锈钢材料打造镜面长廊——“无界之廊”、广场圆亭，

结合园内黑白相间的花岗岩步道，与原有的铸钢雕塑作品《印

迹》相呼应，力量与美学相互融合，构建具有城市记忆的艺术

空间。

园内休憩设施丰富，景观步道、儿童活动广场使用湖蓝、

靛青色沥青铺装，与白色水磨石景墙相结合，共同描绘清新、

唯美的天空。映入眼帘的宇宙主题喷绘，旨在打造全龄友好、

寓教于乐的科普探索实践地。

“镜花园”里的绿植景观以“棠绣丹枫”为主题，旨在营造

“春天海棠花开，秋天红叶片片”的植物意境。“棠”选用了四月

中下旬开花的北美海棠，分别呈现出紫红、深粉、白色等不同

花色；夏天枝头开始挂果，秋冬变红色且经冬不落。“枫”则有

三角枫、枫香等，加上现场原有保留的银杏、榉树、无患子等乔

木，与西洋杜鹃、黄金菊、金边玉簪、狐尾天门冬等花境植物共

同形成“四季见绿”的景观效果。

到了夜晚，“镜花园”因地制宜，白色景墙、圆亭及“无界之

廊”灯带、草坪灯、照树灯、雕塑射灯的组合柔和内敛，与苏州

河沿岸灯光动静相宜，相得益彰。

自2018年起，长宁区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目前，全区

已纳入上海市局名录的口袋公园共有8座，“十四五”期间，还

将继续保持每年建设2-3座口袋公园的推进速度。

本报记者 屠瑜 通讯员 李媛媛

河畔又添新景
留住城市记忆

一大早，鸣翠林里就不断传出欢声笑语，附近的居民来

这里开始了早锻炼。

鸣翠林，是位于闵行区莘庄镇东闸路西侧、东吴路北侧

至莘松小学围墙的一处口袋公园，刚刚建成不久。据闵行

区绿容局相关部门介绍，原来这里是由香樟、青桐组成的

隔离林带，植物郁闭度过高，长势较差，整体环境较为幽

静。相关部门根据场地文化、周边居民需求及场地自身

特点，将场地这块地改造成可观可游的口袋花园，为周边

居民提供具有特色的活动场地，满足居民15分钟生活圈

的游憩需求。

鸣翠林的设计相当巧妙。地面上印有蝴蝶花样，路边

建造了可供鸟儿栖息的鸟窝，休憩区设计成鸟笼形状。一

隅小小的天地中，打造出一处充满童心趣味的口袋公园。

在这里可以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感受虫吟鸟鸣。住在莘城

苑的孙先生说，平时他接送孙子上下学，以前经常担心走在

路上，来往车辆多，怕碰到孩子。现在穿过鸣翠林就能安全

回家了。

据闵行区绿容局相关部门介绍，闵行区自2018年开始

在全区各街镇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已

建成122座口袋公园。2023年闵行计划继续实施30个口

袋公园建设，并纳入今年闵行区政府实事项目。

通过总结往年口袋公园建设经验，2023年闵行区口袋

公园建设项目将会更注重挖掘场地历史、分析周边绿地风

貌，注重融入人文历史和建筑文化，赋予小微绿地以文化

内涵，力求各主题的口袋公园能够成为各区域的绿化地

标。针对口袋公园的概念定位，2023年的建设也会更加

注重功能场地的注入和新颖有趣的元素，如结合城市家

具的设计，能够让场地更贴近人的使用诉求，提供多样化

的户外休闲娱乐场所，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本报记者 鲁哲

“赏赏花、聊聊天、散散步，还能打篮球，这个公园真是

我们放松、游憩、运动和社交的好去处。”普陀区长征镇居民

点赞的，就是近日新建成开放的口袋公园“蝶缘”，有了它，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观赏鲜花盛开。

“蝶缘”的起名灵感，源自宋代诗人欧阳修的《望江南 ·

江南蝶》诗句：“江南蝶，斜日一双。微雨后，薄翅腻烟光”。

“蝶缘”位于长征镇大渡河路桃浦河西南角，为贯通桃

浦河南岸的华大科技园至大渡河路人行道，该公园临河而

建，服务于周边居民与来往行人，面积约3100平方米。自

西虬江桥俯瞰南岸，滨河步道已向东延伸，连通轨交15号

线大渡河路站7号出入口，实现滨河步道、绿地园路、地铁

站前广场的无缝衔接。

据普陀区绿化市容局介绍，围绕“蝶缘”主题，整个公园

以蜜源植物为主，花丛中开放的羽扇豆，滨河步道旁的乌

桕、刺槐、香橼、枣树等，组成了“蝶缘”四季景观。“蝶缘”运

用自然花丛，勾勒平面蝴蝶，同时又以立体绿雕琢磨造型蝴

蝶，演绎一对蝴蝶在草丛中嬉戏的场景。

鼠尾草是这里的特色植物，种类繁多，花色主要为蓝紫

色，其余还有粉红色、黄白色、银叶类。花期从5月持续至

11月，盛花期主要为春末夏初和秋末冬初，在盛夏需要进

行修剪从而延长花期。此次种植了6种鼠尾草。为推进开

放式公园改建和兴建户外运动中心具有多元价值，在该处

口袋公园里，还配套设置了一座半场篮球场。

截至2022年底，普陀区

已建成16座口袋公园并纳

入公园名录。2023年普陀

计划继续实施4个口袋公园

建设，并纳入今年普陀区政

府实事项目。

本报记者 江跃中

生机盎然的绿色景观，设计精巧的空间布局，蜿蜒伸展

的休闲步道……最近，徐汇新建成6座口袋公园，总面积约

1.88万平方米，街头巷尾处处有绿意、步步景不同。

衡山路吴兴路口借助衡复历史风貌区的资源禀赋，打

破原有建筑围墙与街区的阻隔，以水为媒、以风为介，打造

了一个面积约1800平方米的“丽波 ·水漾”口袋公园。“水

漾”的概念取自秀水蔓延的形态，贯穿整个口袋公园。园内

采用墙垣花境和林缘花境分割出建筑空间，形成软性围

挡。主题花卉则选择木本绣球结合开阔的大草坪做底色，

凸显衡山路独特的典雅气质，打造随心可达、通透开放的市

民共享空间。

位于徐汇区桂林西街的五月苑绿地以美丽街区空间品

质提升带动社区更新为目标，以“焕彩绿链”为设计理念，精

细化打造简约通透、全龄共享、温情客厅的花园街区。

淮海中路汾阳路口的上音绿地面积达到3300平方米，打造

独具人文特色和音乐氛围的活动空间，凸显汾阳路风貌品

质和音乐艺术气息，激发音乐街区活力。

漕溪路、三汇路和中山西路围合的三角地块现在打造

了一个面积近8300平方米的乐汇小游园，以“儿童友好+”

“绿色+”“动力+”为理念，以汇生态、汇活力、汇科普、汇科

技、汇关怀、汇友好为主题，打造多元包容、富有亲和力的儿

童主题城市共享空间。

此外，在零陵路斜土路口的星游城门前和天平路245

号，还分别打造了一处星游城口袋花园和天平花园。值得

一提的是，天平花园以“衡复双城故事”为整体设计理念，增

设特色水磨石一体座凳、主题标识、特色花境和景观灯光，

打造一个有生活、合尺度的口袋公园。

近年来，绿色徐汇点线面推进，以“公园+”为理念，口袋

公园在徐汇迅速“生根发芽”。在前一阶段建成乐山、衡山、

凯文等口袋公园11座的基础上，近期新增6座。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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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2年底，上海已建成口袋 公园390座；2021年至2025年，计划新建改建口袋公园300座

开窗见绿色 漫步进公园 四季闻花香
“开窗见绿色、漫步进公园、四季闻花香”……都市里如何诗意地栖居？根据

《上海市生态空间建设和市容环境优化“十四五”规划》，上海将启动“千座公园”、
环城生态公园带、环廊森林片区等重大工程建设，其中，    年至    年期间，全
市计划新建、改建   座口袋公园。

而变化远比计划快。截至    年底，上海已建成口袋公园   座，其中   
座口袋公园被纳入城乡公园体系。因地制宜、匠心独运、量身打造的口袋公园
满足了市民的多元需求，更厚植着街区内涵。“转角遇见”的不只是“绿”，背后折
射出上海建设“千园之城”的美好愿景；每一个承载着市民“小确幸”的“口袋”，
都成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生动注脚。

保持每年新建
2-3座口袋公园的
推进速度

■ 苏州河畔的“镜花园”四季见绿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最近新增6座口
袋公园，总面积近2万
平方米

今年计划继续
实施30个口袋公园
建设

4个口袋公园
建设纳入今年实事
项目

近期新建7

座、改建1座口
袋公园

■ 近日正式亮相“思贤园”富有传统文化气息 杨建正 摄 ■“丽波 · 水漾”取了秀水蔓延的形态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 洋溢欢声笑语的鸣翠林 闵行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供图 ■ 临河而建的“蝶缘”取名灵感来自宋词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拆除围墙之后建起的党建微花园 长白新村街道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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