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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春风拂沃野，植绿正当
时。今天是植树节，有人走出
家门，到郊外种下一片新绿；
有人在家附近认养一棵心仪
的树木；即使身不能至，心向
往之，默默在心中播下一颗
春天的种子。
如今，仓廪实的人们对

自然之美有了更高期待。在
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
报告“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
标”里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能耗降低2.5%左右，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又绿
的江南岸，一个生机盎然的
春天正迎面而来。
近日，上海市长宁区天

山路街道在遵义花境开展
“履行植树义务 共建美丽中
国”植树节主题活动，居民、
志愿者和天山第一小学的学
生先后来到这里，开展了树
木栽种、园艺插花、政策宣讲
等活动，进一步增强爱绿护
绿的生态保护意识。这也是
继生境花园后，又一个让居
民们“转角”亲近自然、享受
绿色的好去处。
不仅是线下，上海每年

开展多种形式的义务植树活
动。“互联网+义务植树”，认
建认养实现全流程线上操
作，使认养更透明、更便捷。
2023年，上海新增森林面积
6.7万亩，新建绿地1044

公顷、绿道231公里、立体绿
化43万平方米，新增城乡公
园162座。目前，全市森林
面积达到192.78万亩，森
林覆盖率18.81%。今年，
还有更多好消息传来，申城
将新增城乡公园120座，新
建改建口袋公园60座，推
进30座城市公园24小时
开放……
植绿，更要护绿。绿色

是生命的颜色，也是城市的
底色。在位于浦东合庆镇东
北角的勤奋村四队黄家宅有
一棵瓜子黄杨，树龄100年，
被上海市认定为二级古树名
木并加以保护。一般的瓜子
黄杨矮小，常用作篱笆，但此
棵黄杨高10余米，树围有75

厘米，比一旁的平房都要高
出许多。黄家宅的村民对这棵瓜子黄杨呵护有
加，即使历经百年沧桑，仍枝叶茂盛，显示出旺盛
的生命力。合庆镇林长办联合镇妇联，成立了
“庆庆小林长”儿童议事会，陆续开展了“寻找身
边的绿朋友”巡林行动、“走近植物”标本制作、
“九棵古树名木”等活动，让孩子们走出家门、拥
抱自然，提升他们对生态环境、历史人文的兴趣
和责任感，以实际行动助力生态家园建设。
中国古代便有插柳植树的传统。种树，在

中国人的文化词典里，早就超出了耕植的本
意。树是岁月的见证，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
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挥锹植树，一年接着
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只有众人植树树成
林，才能为打造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提供有力
的生态支撑。
不仅是植树节，本月还将迎来“世界水日”

和“中国水周”。2020年秋天，中国向世界承诺
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之后又宣告：
到2030年，中国“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
加60亿立方米”。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在新发展阶段，以植

树节等活动为契机，每个人都自觉做好生态环
境的宣传者、践行者、推动者，倡导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将绘就出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画卷。

名额刚放出就被“秒杀”

今年，全市多座直属公园都推出了树

木认建认养，有的还推出市花白玉兰供

认养。值得一提的是，为维护公园景

观，园方采用线上认养形式代替线下植

树。市民在线上认养树木后可获电子认养

证书和电子认养牌，部分点位还支持“云

看树”。

上海植物园今年共开放了65株水杉

和40株榧树，不过植树节还没到，热情的

市民已将认养名额抢得所剩无几。“目前榧

树40株已被认养完了，水杉还剩10多株。

很多树是被往年的认养人‘一键续养’的。”

上海植物园工作人员谢臻阳表示。

共青森林公园今年共推出“樱花、桃

花、海棠、紫薇、杉树、雪松”六大树种，认养

费用在每棵100元至200元不等，共400

株。此外，园内香樟亭亭如盖、四季常青，

今年也开放了6棵供企事业单位认养。记

者昨天下午登录“绿化认建认养”平台时，

发现100株池杉已被认养了82株，50株紫

薇也只剩10株“名花无主”，认养活动相当

火爆。

滨江森林公园同样开放了400余株树

木供认养，期限为一年。其中包括203株

水杉、39株玉兰、120株香樟、49株樱花，除

樱花认养费用为500元一株外，其余树种

均为200元一株。通过“绿化认建认养”平

台，市民可完成认养流程并获得电子认养

证书，还能看到樱花林的影像，了解认养区

域的环境。

争相成为古树“守护者”

古树记录着城市的历史，认养一棵古

树虽然比普通树木昂贵，但能成为古树的

“守护者”，在很多市民看来更有意义。在

各区的树木认建认养榜单中，不少古树名

木及古树后续资源也位列其中。

浦东新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浦东新

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今年上线了800株公

园树木供认养，包括金桥公园235株、锦绣

文化公园175株、滨江大道132株、白莲泾

公园50株、世博公园100株、陆家嘴中心绿

地108株。其中，上海市花白玉兰树备受

青睐，认养名额新增了50多个。此外，浦

东还开放了3500平方米的世纪大道玉兰

园绿地供认养。

在古树名木及古树后续资源方面，今

年浦东开放了银杏、广玉兰、瓜子黄杨、枫

杨、蜡梅、朴树、黄金树、紫薇等多个品种，

尤为受人关注的是位于惠南镇福泉寺的

上海0002号古银杏，树龄达1000年。对

于成功认建认养的亲子家庭，今后浦东还

将推出亲子户外自然导赏专场活动。

记者从杨浦区绿化部门获悉，今年该

区开放供认养的古树及古树后续资源共

21棵。其中“最年长”的是位于兰花新村

的0110号银杏，树龄为400年。最受关注

的要数位于创智天地的两棵树龄为100年

及80年的香樟，在区相关部门专门为它们

建了“古香樟园”后，两棵古树目前俨然已

成为“网红”。

义务植树尽责形式更多样

近年来，上海努力植树造林。去年全

市新增森林面积6.7万亩，新建绿地1044

公顷、绿道231公里、立体绿化43万平方

米，新增城乡公园162座。目前，全市森

林面积达 192.7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18.81%。

大城市寸土寸金，适龄公民义务植树

的尽责形式如何更多样？2017年，全国

绿化委员会印发《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全民义务植树的

八种尽责形式分别为：造林绿化、抚育管

护、自然保护、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

捐物、志愿服务和其他形式。市民可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尽责形式，履行植

树义务。

当年起，上海在全国第一批开展了“互

联网+义务植树”试点，提供在线认建认养

服务。目前，市民可通过“随申办市民云”

App、“绿色上海”等微信公众号、上海市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官网等多种途径进入“绿

化认建认养平台”。

在平台上，市民可看到各区可供认养

的树种和数量，并一键完成认养费支付等，

还提供绿地、古树、特色植物等板块。同

时，市民还可在平台上查询自己的尽责历

史记录、荣誉证书、认养树木近期现状等信

息。认养平台全年开放，认养到期后市民

可选择续养。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解

敏）今天是植树节，一大早，虹口区四川北

路街道溧阳路沿线的居民和辖区内的鲁

迅初级中学的学生们手拿铁锹，认认真真

地种下了一株株竹子、冬青等新苗。没多

久，溧阳路1221号多个居民院子，在初春

中显得格外绿意盎然。

作为上海市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山

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溧阳路有48幢老洋

房，每幢老洋房内有100余平方米花园，目

前大部分老洋房都居住着居民。由于多年

未整治且无人管理，此前花园的绿化植被，

有的被损坏，有的枯死，影响环境，也影响

居民的生活品质。

去年开始，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对溧

阳路沿线小洋房逐步进行了整治。在植树

节来临之际，街道对已经完成整治的花园

启动植树种绿，之前，街道相关部门和长春

居委会听取了居民的意见建议，并请绿化

专业部门提出意见。

今天植树种绿的面积有500多平方

米，种植的绿色植物包括草、竹子、冬青、茶

花等，不仅美化了溧阳路沿线花园小洋房，

也恢复了这些院子的生态环境。

今年76岁的居民史阿婆自搬来溧阳

路居住以来，一直苦于周边没有锻炼身体

的地方，看着自家百余平方米的院子脏乱

差、绿化枯萎破败，但自己无力清理。得

知街道和居委会准备在整治后的院子里

植树种绿，史阿婆从自己不多的退休金中

拿出了1万元，支持植树种绿。史阿婆

说，虽然我们各个院子面积不大，但也是

我们践行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家园的一

种体现。

四川北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溧

阳路沿线的老洋房院子里绿色植物的种植

将逐步展开，并将通过党建联建的方式，由

街道物业企业无偿提供后续养护服务，进

一步丰富辖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和服务的

积极性，提高树木和绿化的成活率，打造

“一院一景”，让居民们的生活更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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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认养代替线下植树，市民参与热情高涨

全市2.5万余株树木可供认养

虹口历史文化风貌小区今种下百余树苗

打造一院一景 老院栽树焕新

今天是第  个植树节

春风催新绿，正是植树时。今天是第  个植树节，上
海的树木认建认养也掀起了一个小高潮。记者获悉，今年
全市共提供近   处认养点位，可供认养的树木 .5万余
株，树种近   种。多个点位认养名额遭到“秒杀”，认养行
动还与垃圾分类、生态导赏等活动形成了联动。

■ 家住溧阳路附近的史阿婆和鲁迅初级中学的学生们认真种下一株株新苗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