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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动上海

丛生慈孝竹种植技术、大树种植技术等多种技术的综合应用，

大大提升了公园品质。尤其是园内杉影湖之上的“流云桥”，

是全球首座运用 3D 打印技术完成的最大跨度的高分子材料景

观桥，创新采用分段打印、预制拼装工艺。

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会长、上海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张勇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

作为会长单位和上海本地龙头企业，上海建工园林集团 20 年来

与协会同成长、共发展——第一是通过重大项目建设，创立行

业标杆；第二是服务国家战略，探索新的发展方向；第三是注

重科技创新引领和专业人才培养；第四是完善全产业链，夯实

行业发展基础。

“作为协会会长，我也真心诚意地希望各理事会单位在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影响和调动更多的协会会员单位积极

参与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产业联动、抱团发展。” 张勇伟强调，

园林绿化行业的存在价值不仅是让城市变得更美，也是为了让

城市变得更加安居乐业，“显然，这样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仅

靠任何一个人或者某个企业的一己之力就能够完成的。因此，

就必然要求作为企业之家的协会具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把

控方向的能力”。

同时作为会长单位，上海建工园林集团一直积极参与行业

协会团体标准编制的相关工作。近年来参与起草和编制的团体

标准有《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城市绿地土

壤改良技术规程》《园路设计标准》《室内绿化装饰服务规范》等。

助力公园城市建设

2021 年发布的《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和《关于加快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两个

文件，明确了上海的铺绿方向：“十四五”期间将重点推进公

园城市建设，聚焦环城生态公园带、千园工程等重点工程，到

2025 年实现全市各类公园数量增加到 1000 座以上。

“全域公园，无界融合”，这是上海公园城市建设想要达

到的理想状态。而建设“千园之城”的背后，是为了提升市民

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提升城市软实力，提升城园融合度。

但上海人口密度高、经济密度大、用地紧缺，中心城区尤

其是老城区新建公园绿地的成本非常高，如同当年“拆房造绿”

的创举，“拆墙透绿”成为释放绿色空间的必由之路。

于是，中山公园拆掉了围墙，与苏州河华政段连成一片；复

兴公园的两侧围墙拆掉，法式浪漫“走”上街区……将最好的资

源留给人民，释放更多的绿色公共空间，能够提高现有公共建筑

利用率，丰富其使用功能。拆围墙更破心墙，增绿意更聚民意。

如今，走在中山公园万航渡路沿线，曲径通幽的林荫下，

身边是茵茵的青草，举头是参天的大树，耳边是啾啾的鸟鸣，

远处隐藏在绿树枝头间的，是那红砖青瓦的老建筑，“当当当”，

不时传来的公交铃声与这片宁静交融。

“我们进行公园更新提升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不断探寻生态环境建设的新领域。”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副局长王晔菲开门见山地阐述了本次提升工程的目标和意义，

“今天的绿化建设更加追求体验感，互动性，‘拆墙透绿’让

绿化融入人们生活。每年行业协会承办的市民绿化节中的‘绿

化大篷车’活动，让人们不仅走进绿化，还能与花草树木‘对话’，

切身感受到园艺带给自己生活品质的提升”。

在寸土寸金、区域面积有限的黄浦区，要建好“公园城市”，

更要通过挖潜和巧用，来拓展三维绿色公共空间。黄浦区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顾芳认为，所谓“公园城市”，是以人民

为中心，融合生态、生活、生产功能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在

空间上不是简单的‘公园 + 城市’，而是公园与城市‘无界’

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发展新形态”。

今年，这样的“无界”融合将在黄浦区继续推进深化。淮海

公园改造，以及文史馆、中央商务区排水泵站附属绿地向公众开

放，努力在有限的高密度建成空间中实现绿化空间效益的最大化。

而园林绿化行业作为上海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主力军，对内

高质量发展之外，对外如何参与到建设上海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

上海景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建的广东省中山市仁恒置地公园四季景观工程将美

学融入生活，荣获 2022 年上海市“园林杯”优质工程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