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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海市区最长的绿化带

40年前的上海，人口密集，绿在这座城市里，无疑是珍贵

和稀罕的。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坚持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城

市绿化建设从慢到快、从少到多，从“见缝插绿”到“规划建

绿”。如今，漫步在这座城市的街头小巷，处处绿意盎然，别具

韵味。

增加城市“绿视率”的同时，优化植物配置，丰富组合形式

等举措，让申城的绿化越来越有“看头”。

6-7
2018年9月17日星期一

本版编辑/王文佳 视觉设计/邵晓艳

!特别报道奋进新时代
壮阔东方潮

推门看得见绿，散步 走得近绿，休憩摸得着绿

度放宽，布置大型休憩绿地，即为“瓜”。
如今，蜿蜒的“绿藤”日渐粗壮，藤上

的“瓜”也逐个敦实。如市民熟悉的滨江
森林公园、顾村公园、闵行体育公园、文
化公园、华夏公园、高东生态园、金海公
园、申江路生态园都是“长藤”上有名的
“大瓜”。绿带变彩带则是上海环城绿带
的另一特色。沿环城绿带而行，滨江森林
公园杜鹃似火，闵行体育公园有一个千
米花道，徐汇滨江桂花飘香，顾村公园樱
花烂漫……

经过多年的日常养护，环城绿带已
经成为上海市民每年赏花观景的最佳去
处。每年，闵行莘庄的梅花；浦东金海路
的玉兰；宝山顾村的樱花、普陀红柳路的
垂丝海棠、二月兰；浦东三林的黄山栾
树；康桥生态园的墨西哥落羽杉，早已成
为环城绿带的“明星”景点。

环城绿带的建设，经历了 !""米绿
带一期、二期、#"" 米绿带、生态专项等
四个建设阶段，截至 $"!%年底，已累计
建成面积约 &%""公顷。至此，核心绿色
屏障———'( 公里长的环城绿带已基本
贯通。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上海的城市绿
化水平，从“量”和“质”两方面都在发生
着巨大变化，特别是近三年，上海每年新
建绿地均超过 !"""万平方米。更让人可
喜的是，推门看得见绿，散步走得近绿，
休憩摸得着绿，市民真真切切享受到了
这份“绿色大礼包”。

“小多匀”布点
“廊园林”织网

! ! ! !城在林中、居在绿中、人在花中，
这样的绿色情调，已不再只是一个
梦。根据绿化市容“十三五”规划，上
海的这张绿网还将越织越密，城市绿
化建设将注重“小、多、匀”布点，推动
“廊、园、林”织网。

走出家门口，市民身边的公园绿
地将越来越多。未来三年，上海将新
建大型公园绿地 &)""公顷，包括世
博文化公园、上海植物园北区、桃浦
中央公园南片、三林楔形绿地、张家
浜楔形绿地、东沟楔形绿地、黄浦江
滨江绿地等，到 $"$"年城市公园达
到 #""座；新增松南、浦东老港、奉贤
庄行 &座郊野公园。

随着大型公园绿地的建成，绿化
部门也留意到，城市中一些值得挖掘
的“边角料”区域，同样适合建设小型
绿地。市绿化市容局将探索“口袋公
园—社区公园—地区公园”城市公园
体系的构建，中心城区基本实现步行
十分钟可到达一块公园绿地。

城市绿道则是串联自然空间、森

林公园、郊野公园、公共绿地的绿色
线性空间，打通生态空间“最后一公
里”。未来三年，上海将完成 )""公里
绿道目标，重点建设外环绿带绿道、
沿苏州河、环淀山湖等绿道；新增立
体绿化 !$"万平方米；新增大居绿地
&&*公顷；新建林地 $"万亩。
不仅仅是绿色底蕴，上海正在从

绿化走向彩化，并迈向珍贵化、效益
化的城市生态建设。未来三年，上海
将新增绿化特色道路 $!条，突出主
题植物特色，集中应用一批观花、观
叶、观果的植物品种，如杨浦区新江
湾城 !!条道路，种植北美枫香、黄连
木、乌桕、无患子等彩叶树种，虹口区
大连路以北美海棠、帚桃、束花茶花
为特色，嘉定区棋盘路以樱花、美人
梅、月季为特色，闵行区沪闵路以三
角梅、毛鹃、凤仙为特色，松江区江学
路以海棠、榉树、无患子为特色，奉贤
区南亭南奉公路以银杏、安吉拉、束
花茶花为特色。

本报记者 裘颖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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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滨江森林公园

正式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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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花粉是春的浪漫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银杏金是秋的韵味 杨建正 摄

! &%%万株郁金香在大宁公园盛放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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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鞋”0.132平方米

'""(“一张床”

全市人均绿地面积已经达到 8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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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1.15平方米

2.96平方米

绿满
申城
本报记者 裘颖琼

有一组比喻形象的数据，一

直为人所津津乐道，上海人均公共绿

地指数由 1949年的“一双鞋”0.132平方

米，到 1993年的“一张报”1.15平

方米，再至 1998年的“一张床”

2.96平方米。到了 2017

年，全市人均绿地面积

已经达到8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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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中绿地建设

正式启动#共

占地 &$公顷

上海人均公共绿地指数

! 徐汇绿地 刘歆 摄

规划建绿
绿色大业有了!蓝图"

“我多少次想象着这个城市的每
一个人，早晨起来推开窗户，吮吸着
绿色的清香，亲吻着绿色的芬芳，在
姹紫嫣红、绿树葱郁当中，沐浴着和
煦的阳光去迎接人生的挑战……”
!''# 年，带着这个绿梦，胡运骅出
任市园林局局长。当时，上海的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只比解放初增加
了一个平方米多一点，全国城市排
名几乎是末位，很多老同志都替他捏
了一把汗。
“之前，上海的绿化是因地制宜

见缝插绿。”说起这段历史，胡运骅语
气里带着一份凝重，上海以前的绿
化，为什么不可能大发展？因为过去
是小园林建设的概念，一个围墙围起
来，峰回路转、步移景异，纯观赏性创
造。“上海的绿化建设如果再走老路，
就没戏了。”他十分认同老局长程绪
珂“生态园林”的概念和思路———生
态优先，城乡一体化发展，绿化主要
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

于是，上任后的第一件事，胡运
骅着手先抓规划。他和局里相关同志
一起研究了伦敦、巴黎、纽约、东京、
新加坡和莫斯科等特大城市的所有
绿化配置，完成了《迈向 $!世纪上海
城市绿化的研究》和《上海建设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城市绿化的系统研究》
两大课题，并制定出新的绿化规划。

规划可用 *个字来概括———环、
楔、廊、园、林。环：在上海内环、外环
和郊环的两侧或一侧造林。尤其是在
外环线造外侧 *""米、内侧 $*米、全
长 '(公里的林带，规划面积为 )"""

多公顷。楔：在中心城规划 (块楔形
绿地，其中浦东 *块，浦西 &块。廊：
在主干道两边建绿地，让绿色走廊成

为往市中心输送新鲜空气的通道。
园：在中心城区消除 *""米半径内公
共绿地服务盲区，每区至少建一个 !"

万平方米以上的绿地。林：在郊区大
面积造林，这是全国首家从城乡一体
化角度规划的林业建设。

休闲乐土
中心城区多了!绿肺"

$"世纪 '"年代，上海的城市建
设驶入快车道，!(层以上的高楼一盖
就几千栋。水泥森林起来了，白天吸
热，晚上放热，里面的空调都“扑扑
扑”往外发热，市中心形成许多“热
岛”。“一到夏天，上海市民就生活在
水深火热中。”胡运骅说，他们与气象
局合作，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对上海的
热岛效应进行观察。结果表明，夏季
市中心的气温要比郊区高 &!+#!。
温度升高了，又散不出去，就容易下
暴雨，市中心就严重积水。

于是，一份《上海绿化和热岛效
应的研究》由市园林局和气象局合作
完成，一个“怎么通过绿化缓解热岛
效应”的课题拿到了市政府常务会
上，提出了建设延中绿地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有幸列席会议的胡运骅回忆
道，“大家辩论很激烈，主要是为了资
金问题。韩正副市长介绍了如何通过
自来水公司的改革，将节约下来的一
年 (亿元补贴用于环境建设。然而，
会上另一部分意见是：上海的钱少，
下岗工人多，把建设延中绿地的钱用
在发展实体企业上，就可解决几十万
人的就业。最后，徐匡迪市长就拍板，
延中绿地先搞一期，看看效果再说。”

大绿地建设序幕在延中绿地拉
开，由加拿大风景园林设计师协会主
席文森特设计，他的设计理念是“蓝
绿交响”，与上海的生态优先理念完
全吻合。市园林局招募了最优秀的施

工队伍，选择了最好的树，采用了最
先进的技术，以最短的时间把一期工
程完成了。经气象局观察，绿地使热
岛效应得到缓解，绿地周边地区白天
降温 ",)!，晚上降温 !!以上，效果
十分明显。同时消失的还有老城区中
倒马桶、生煤球炉的现象，老百姓都
拍手叫好。

延中绿地建成后，徐家汇、大宁、
黄兴和虹桥路等一批大绿地紧随其
后相继建成，如今中心城区已基本消
除 *""米内公共绿地服务盲区的目
标，一个个“大绿肺”不仅让空气更加
清新，而且成为了人们的休闲乐土。

尽管日子过去快 $"年，在胡运
骅的记忆里，有一个画面依然清晰，
为了建造徐家汇绿地，大中华橡胶厂
要爆破拆除。当时整个厂像蘑菇云一
样炸掉了，就在爆炸声响起的时候，
一旁的橡胶厂书记眼泪流了下来。
“我问书记你怎么掉眼泪了，他说这
是好事，能想得明白，这让我很感动，
当时社会都是支持建绿的。”

品质提升
!春景秋色"添了风韵
在上海的绿多起来后，对质的要

求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春景秋色”的
理念就这样应运而生。针对绿地景观
的提升，$""& 年市领导专门提出了
“城市绿化要为上海增绿添彩”的要

求。为此，市绿化局提出了实施“春景
秋色”示范工程的想法。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春景秋色”通俗地讲就是
春天要看到开花植物，秋天要看到一
些变色的色叶植物。

要实现“春景秋色”，就要有新优
品种。为此，上海绿化人通过系列课
题研究和实践，从国内外引种了大量
适合上海气候、土壤等环境条件的新
优园林植物，并开展中试和产业化工
作。当年，在春景布置上有两个亮点，
一是在人民广场种下 !"(棵胸径 $"

公分左右的白玉兰；二是在闵行体育
公园千米花道集中种植海棠、桃花和
樱花。在秋色上，则是规模种植秋天
变色的银杏、枫树等品种，如在四平
路、人民大道形成观赏性银杏大道。

要做好“春景秋色”，则必须解决
三个困难。相关技术人员说，一是品
种选择，到底用哪些品种来展现和诠
释“春景秋色”，科研人员通过不断筛
选确定观赏价值较高、姿态效果较好
的品种。二是防止南橘北枳，比如银
杏叶在江苏变色效果很好，种到上海
效果就不理想，后来发现是昼夜温差
及温度水分的不同所致。三是养护，
以色叶树种为例，如果养护水平低，
秋风一刮，叶子就挂不住，等到要变
色的时候就没有叶子了，那就产生不
了色叶效果。

现在，国外城市在绿地和公园中

的常见植物有两千多种，上海现有植
物 '""多种，其中也有自己研发的新
品，比如上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
方杉，是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叶忠培从
墨西哥落羽杉和中国柳杉的杂交中
培育出的一个品种。

如今，上海的春天，梅花、白玉
兰、樱花、桃花、梨花、杜鹃……一波
接着一波，频频刷屏；上海的秋天，银
杏落叶如黄蝶飞舞，枫叶红得“枫”情
万种，桂香沁人心脾。“春景秋色”，美
得让人移步换景中不断按下快门。

长藤结瓜
环城绿带串起景点
冬去春来，上海的“绿”越来越

多，满城绿色，申城犹如一幅浸染着
生命之色的画卷。开车疾驰在外环线
道路上，一团团、一簇簇盎然的绿光
迎面扑来，涤荡着内心的风尘与疲
倦。这道雅致的“绿光”，像一根“绿色
项链”靓丽着城市容颜，又似一道“绿
色屏障”护卫着城市环境。

$&年前，以改善生态环境和限制
城市无序扩张为初衷，上海市借鉴国
外经验，开建城市和郊区间的柔性缓
冲带———环城绿带，当初规划定下
“带形绿地”与“块状绿地”相结合的
布局形态，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长藤
结瓜”。沿外环线道路的环状绿带为
“藤”，沿途在用地条件较好的地方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