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廊下郊野公园开园不久，枫叶岛的枫叶美景
就遭人采摘；闵行区慢行绿道系统开放不到半
年，不见了隔离墩，护栏也被撞歪；被称为“中国
最美田野”的吕巷粉黛乱子草刚刚走红网络，就
被大批拍摄者踩秃，一周损失高达 !"万元……

近期，本市几大热门的生态旅游景点内，游
客不文明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政府部门花费了
大量的资金、人力，将林地向市民打开，却遭到意

想不到的结果。专家呼吁，市民应增强环保意识，
爱护来之不易的森林资源。

热门生态旅游地遭毁

最近的一起，是枫叶美景遭人采摘。在没有
围墙的廊下郊野公园，上周起枫叶已部分转红，
赏枫客流络绎不绝。然而网友发现，一些游客对

枫树生拉硬拽，不但树枝被拉扯变形，树叶也被
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工作人员透露，就在去年，
还曾有棵枫树被游客推倒。

同样在 #$月，有市民发现，刚建成不到半年
的闵行绿道，也变了模样。这段沿沪闵路建造、全
长 !%&公里的绿道，是本市首个开放的慢行绿道
系统，今年 '月刚刚竣工，是周边十几个小区居
民健身、散步的好去处。可是，如今的绿道中，隔
离墩消失不见，部分绿化被毁，护栏被撞凹。居民
称，有可能是绿道内禁行的电瓶车所为。

时间倒回到 $(月下旬，吕巷一大片粉红色
的“粉黛乱子草”田野一夜间走红网络，许多市民
慕名前往。然而，不到一周，花田里的粉黛乱子草
东倒西歪，被踩踏出一个个大坑。主人见状不妙
紧急收割，但 &亩花田严重被踩烂，经济损失高
达 !)万元。

如何监督管理成难题

“没有围墙、不收门票的郊野公园虽然有野
趣，但管理难度比城市公园大得多，对管理方也
是种考验。十几平方公里的面积，谁负责管理，如
何管理，都是需要提前考量的问题。”业内专家指
出，郊野公园不能只建不管，而是应“管建并举”，
设计周全、合理的监管模式，将好事做好。

此外，封闭林带通过慢行绿道向市民开放受
热捧，粉黛乱子草的意外走红，说明市民其实很
希望亲近自然。交大刘春江教授指出，应该在决
策者、经营者、管理部门和公众中，大力开展环保
教育，宣传爱护森林绿地和花草树木的生态价值
观，引导市民用眼睛和相机记录风景，切勿破坏
森林资源。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巧用都市“碎片”上海也能拥有“森林”
枫叶正红，银杏金黄，进入孟冬之月的上海景色醉人。

记者从市林业部门获悉，上海的森林覆盖率已接近15%，
至今年年底完成“十二五”的造林目标几无悬念。
面临森林资源总量不足、城市化进程中林地不断消失

或碎片化的先天条件制约，上海的造林如何“见缝插绿”？森
林覆盖率逐年增加，林业资源又如何向市民开放、使百姓受
益，真正成为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记者了解到，利用边角
料土地植树造林、发展林下种植养殖产业、林业资源与郊野
公园等森林旅游结合，成了破解困局的良方。

林业发展面临先天制约

“经过今年的春季和秋季造林，目前上
海的森林覆盖率已接近 $*+的‘十二五’目
标，比五年前的 $,%*&+有所提高。”上海市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林业处负责人朱建华
说。五年来，全市完成新建各类林地 ,,%*万
亩，共计种植四旁树 !-,余万棵。预计到今
年底，全市林地面积可达 $')万亩，森林面
积达 $.!万亩，森林蓄积量增加 .,万立方
米，均创历史新高。

然而，本市森林覆盖率与 ,$/'!+的全
国平均水平和 !$+的世界平均水平仍有差
距。究其原因，生态用地规划中林业用地总
量原本就不足，加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林地、湿地和野生生物栖息地不可避免地
消失或碎片化，导致本市森林面临“边增边
减”的困境。据统计，“十二五”期间每年林
地减量超过 ,万亩。而正如“蝴蝶效应”一
般，林地湿地资源的减少，对生物多样性也
带来损害，比如对世界性濒危物种黑脸琵
鹭、白头鹤等的保护带来不利影响。

拓展空间见缝插!绿"

如何破解资源不足的困局？林业部门
表示，按照“两道、两网、两园”绿化林业发
展思路，构筑城乡互补、互通、互连的基本

生态网络体系，因地制宜、见缝插针甚至利
用“边角料”发展林地，将零星、散状的林地
连接整合起来，目的是使成排的树木连成
片，使成片的森林连成带。

比如，在青浦区，植树造林与公共安全
综合整治相结合，见缝插针跟进植树造林，
实现“以林守土”。此外，造林也与生态堤防
建设结合，“以林护堤”提升防洪能力，“以
堤造林”拓展造林空间。而金山区廊下镇按
照“点线面环带”的布置，在路边、河边种
树，还鼓励村民在宅前屋后或庭院中补植
绿化。同时，“农林水”项目的试点既能完成
造林计划，又可营造立体的“大地景观”，为
建设独具乡村风貌的郊野公园奠定基础。

此外，与重大工程结合造林，也是一举
多得的良方，并已慢慢显现出森林的生态效
应。比如，在老港垃圾填埋场的封场堆体上
栽种的树苗，现已长成郁郁葱葱的林地，十
年后或将使老港变成城市后花园。“今后，城
市工矿废弃地也能造林，宅基地置换地也能
造林，用这种方式进行生态修复，对生物多
样性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朱建华说。

林地复合利用潜力巨大

资源困境有法可解，那么不断增加的
森林面积，如何为百姓所用，令市民受益？

根据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的专
项评估，上海森林生态系统在森林游憩、固
碳释氧、净化大气环境、森林防护、调节小
气候等方面的服务功能，每年总价值达

$$'%$-亿元，平均每公顷森林提供的价值为
$,%0,万元，户籍居民年享受森林生态服务
价值近千元。“林地是最大的民生，对每个人
都平等。”森林释放的“生态红利”看不见摸
不着，却实实在在地吸收着污染物、降低噪
声、消减雾霾，提供着清新的氧气和清净的
空间。
本市森林所承受的生态压力、经济压力

和民生压力，也远高于自然森林。为此，林业
部门近年来试点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
休闲旅游等，充分利用林下的空间，力图走
出一条“林地复合利用”之路。
在崇明，一片香樟和无患子林下搭起了

一排排大棚，其中种满了新鲜菌菇。在青浦
练塘镇，胡杨林下出口日本的莽草长势旺
盛，总产值达 ,))多万元，种植户乐得合不
拢嘴。在南汇区新场镇果园村，农民在桃子
采果后，利用秋冬季节在桃林中种“矮抗青”
青菜，每年每亩可增加收益约 !)))元，青菜
因品质好也深受市民欢迎。在宝山区顾村，
林下养鸡已创出“宝园鸡”品牌，生态肉鸡年
出栏量 ,万多羽，还供不应求……

据悉，上海现有林地占耕地的三分之
一，利用林下土地资源，已发展林下养鸡、养
鸭、养鹅等家禽，以及种植蔬菜、食用菌、药
材等植物，未来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的
复合经营潜力仍然巨大。

开放林地供市民休闲

森林休闲旅游，则是林业资源的利用
中，与百姓幸福指数最为贴近的途径。周末
与家人好友一起去郊外放松，是都市人心中
的向往。
近年来，“开放林地”的呼声一直环绕在

耳边，然而本市大部分林地基础设施、配套
服务设施滞后，一旦开放，立刻将面临停车、
吃饭、如厕、游玩、防火安全等种种难题。而
游客进入是否会乱扔垃圾、折花摘果，对林
地健康生长造成伤害？也是不可控的风险。

尽管如此，相关部门仍探索着开放林
地。比如在外环林带内，正规划建造百余公
里的“绿道”，打造步行道和骑行道，并建造
.)多个“驿站”，令市民走进封闭的林带后，
既有游玩休闲空间，又有休憩、停车、吃饭的
地方。林带内还将覆盖1232，增设二维码，
并完善灯光系统和监控设施。
再如，占地 !&)亩的闵行区紫竹滨江大

道，以景观林带和景观湿地为主题，种植了各
类乔灌木、地被和水生植物。大道内，观光道
路、人工河、岛、小桥、沿岸亲水台等一应俱
全，集生态湿地、水源涵养、休闲观光为一体。
林业部门透露，到 ,),)年将争取建成

$*个开放林地，并将有 $)个市级森林公
园。此外，将划出特定区域，建造“友谊林”、
“纪念林”、“廉政林”、“碳汇林”等，或在林地
中兴建“林家乐”，开辟越来越多的蔬果采摘
体验。在规划部门的蓝图中，本市今后将在
郊区选址建设 ,$个郊野公园，总面积约 .))

平方公里，其中青浦青西、松江松南、闵行浦
江、崇明长兴、嘉定嘉北、松江广富林等 0个
郊野公园试点已率先启动建设，金山廊下郊
野公园已开放试运营。
与城市公园不同，这些郊野公园将以大

面积的森林、农田、阡陌、河道、村落为特色，
保持原汁原味的乡村风貌。届时，黄浦江生
态涵养林、连绵成片的四旁疏林、柑橘园等
经济果林，都将成为郊野公园的依托，以成
片绿色森林为“画布底色”，涂抹出姹紫嫣红
的美丽乡村景观，成为一片片生态绿洲，一
个个世外桃源。 本报记者 金旻矣

! ! ! !火红的枫叶轻舞飞扬，金黄的稻田广袤无
垠，茂密的森林飒飒有声，粉墙黛瓦的村落静静
矗立……上月底，金山廊下郊野公园开放试运
营，这也是上海首个建成开放的郊野公园。这个
没有围墙、不收门票、望得见田、看得见水的大公
园，立即勾起了都市人深藏已久的“乡愁”。
记者日前从廊下镇了解到，数年来的植树造

林和现代化农业、尤其是果园的发展，为郊野公
园的规划和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森林覆盖率很高

脚下的木栈道在水中、田头、林间蜿蜒，片片
森林望不到尽头。在廊下郊野公园已建成的一期
核心区里，&))) 余株枫树、&)) 亩桂花林、')))
亩涵养林等，与紫荆、杨树、银杏、香樟等色叶树一
起，组成了绘尽世间颜色的“五彩森林”。林中空气
清新，如同一个大氧吧。
廊下郊野公园里的林木，多到什么程度？“公

园一期核心区为 *4&平方公里，其中森林覆盖率
达 ,!+，超过五分之一的面积都种了树。整个郊
野公园规划为 ,$%.平方公里，建成后森林覆盖
率将达 ,0+。而整个廊下镇全域 .'%&0 平方公
里，森林覆盖率也达到了 $0%'-+。”廊下镇党委
书记沈文对这一串数字烂熟于心。
不光林地面积大，林木生长时间也长。据悉，

哪怕小小一个红枫岛，也是建造了约 $"年的农
业基地，并非是为了郊野公园而新建的。可以说，
森林已经成为郊野公园的重要景观，林业资源与
游憩功能实现了和谐共处。

旅游结合生产功能

有别于城市公园，郊野公园要的就是原汁原

味的乡村风光。因此，在一期核心区
范围内，游客可以看到大量农村风
貌，体验大自然的四季变化和农家
的生活。

登上观景台，远处稻米飘香、麦
浪翻滚。漕廊公路两旁，一个个果园
星罗棋布，游人穿梭如织，亲手采下
一个个鲜红的草莓或一串串香甜的
葡萄。0,亩的枼园农场，大棚里种植
了 !"多种香草，供游客享受嗅觉的
盛宴。有心人还可以认领 $5!平方
米的体验农场，自己种植蔬果、香
料，体会一把做农夫的感觉。此外，
廊下生态园中的耒耜园、上海新农
村大舞台、莲湘馆、水上集市、小木屋等，以及月
亮湾、奥运草坪基地、猕猴桃种植园等，都是郊野
公园中的亮点。

事实上，早在郊野公园规划之前，廊下镇就
已经为建造现代农业园区进行了谋篇布局，万亩
良田、菜田、种源农业、农产品加工区等区域就像
一块块拼图，被一一安放在合适的位置。“规划先
行”的指导思想，使得公园建造之前就已经有了
农业整体布局和基础，在开建后并不需要进行
“大手笔”的调整，只需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将郊
野公园的景观生态功能、旅游接待功能与原本的
生产功能相结合，变成复合功能。
“比如，原来农民闷头生产凤梨花苗，现在就

可以种点凤梨花，卖给游客。原来是大棚生产的，
现在可以把房子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成为一个小
花店卖花。”沈文表示，如此一来，一个集科普教
育、文化体验、旅游休闲于一体的郊野公园，就在
现代农业园区的基础上迅速成型。而农民参与乡
村旅游关联产业后，收入也大大增长，如今年收
入达 ,(5!(万元的已经有 '(多户人家。

发展特色民宿

在郊野公园范围内，散布着大量原生态的民
居村落，“白墙、黛瓦、观音兜”的廊下建筑特色十
分鲜明。廊下镇表示，这些村落是在土地综合整
治期间，整合归并零散的宅基地，由自然村落改
造建成的，目的就是为了勾起游客的“乡愁”。

与“农家乐”“林家乐”相似的是，郊野公园内
今后还将开发一些有特色的民宿。比如，爱花的
可以以插花为主题，爱艺术的可以以字画为主
题，爱动物的可以以猫为主题，探索开发个性化
民宿。“目前我们已经收了 *(栋民宅，正进行招
商，希望找到有志于民宿行业的先行者，带动廊
下的老百姓加入，争取明年能推出一批外观风貌
不变、风格迥异的体验式民宿。”沈文说，“到那
时，市民可以住在廊下郊野公园，吃吃农家菜，晚
上在大田里逛逛看看星星，早上在晨曦里跑个
步，体验和城市节奏完全不同的农家生活。”

本报记者 金旻矣

郊野公园勾起久违的“乡愁”
# 典型案例 $

! ! ! !今年起，金山区开始推进“,(#*5,(#0 农林
水三年行动计划”，廊下郊野公园作为重点区域
首批进行试点。记者了解到，公园一期核心区内，
约有 ,平方公里的范围是试点区域。若试点成
功，今后可为扩大郊野公园的范围、乃至为全市
,#个郊野公园的建设打下基础。

所谓“农林水一体化”，就是指改变农、林、水
分离式的发展模式，把农业和森林结合起来，消
除“增加森林”与“增加耕地”的矛盾，在大幅增加
林地、水域的同时，又充分拓展耕地和粮食生产
空间，丰富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也就是说，它既
是一个农业系统，又是一个具有生态调节功能的
森林系统，还是一个增加内陆降水、并向生产性
绿水转移的水利系统。
“在农林水一体化中，最难的是，在不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将林和水建在哪儿？”沈文

表示，在“农林水”协同发展后，在万亩良田里的
河道、路边都可以种几排树，既不影响土地占用，
又可提高森林覆盖率。

在净化水质方面，“农林水”一体化可发挥巨
大的作用。“水泥柏油马路上的雨水，经过路边林
带的缓冲再流到田里，就像经过一道过滤屏障，
水质可以得到净化。而通过林下小河，水也可以
达到自净，并用于灌溉蔬菜，种植有机蔬菜，实现
良性循环。另外，以前田里的雨水直接流到河里，
容易导致水葫芦增多。现在在田边种林后，雨水

通过林地吸收了氮肥、磷肥，再排到水中，就非常
洁净，也可减少化肥、农药流到河里的量。”沈文
表示。更重要的是，“农林水”一体化项目对大田
的风貌也有提升。改造后，路两边、河两岸都是高
高的树木，当中是平平的田野，凹凸有致，就像一
副立体的油画。

廊下镇表示，除郊野公园外，目前已选取了
试点区域，正对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若试点成
功，可为全市 ,#个郊野公园的建设以及扩大郊
野公园的范围提供示范。 本报记者 金旻矣

试点!农林水"一体化提高森林覆盖率
! ! ! !“森林是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最公平福祉，上海
应该以扩大森林资源和保护为主，采取分类经营与合
理利用的方式，对森林进行管理和经营。”针对如何利
用森林资源，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刘春
江提出，应该加强立法，并分类分级利用。

刘春江表示，在日常生活中，森林能为我们提供
多种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比如清新的空气，漂亮的
景观，并净化大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
样性等。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森林对“海绵城市”的建
设、减缓热岛效应、净化大气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森林覆盖率较低，分布不均匀。你可能没有

看到森林，也可能距大面积的森林较远，但是森林还
是在为我们默默无私地工作着。”刘春江表示，游憩仅
仅是森林生态效益的一小部分，对于森林资源的利
用，不一定必须到森林里面去，不一定住在森林里，才
能享受到森林的服务。但是，发展城市森林，形成“城
在林中，人在林中”景观，能够极大提升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
“上海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但森林覆

盖率、森林分布的均匀性、人均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获
得性都比较低。”刘春江坦言，城市森林是上海居民与
大自然接触最亲密的界面之一，但也极易遭到破坏，
上海急需加大力度保护现有森林资源，扩大森林面
积，增加森林覆盖率，提升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效益，才
能满足市民对森林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
需求。

如何“见缝插针”造林？刘春江表示，虽然上海的
森林“骨架”已建立，但造林潜力仍很巨大。比如，在城
市居住区和繁忙主干道两旁，可以“见缝插绿”。又如，
根据特殊区域的需求，优化配置最适宜的树种，形成
最大生态效益群落。另外，少建草坪，多造森林群落，
也可以提高单位绿化面积的生态效益。
此外，刘春江还表示，上海林地应加强立法，实行

分类经营、分类规划，避免工业生产和房地产挤占森
林空间。而在经营管理上，千万别将森林“公园化”，要
保持森林的野生状态，使更多城市森林成为近自然的
植物群落。

本报记者 金旻矣

专家建议加强立法!分类管理经营

赏秋切勿破坏森林
用眼睛和相机记录美景

保持城市林地野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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