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镜头纪实主编/刘栋
责任编辑/王柏玲

ｗww．whb．ｃｎ

２０18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二

转角遇到一片绿
———申城因地制宜加快口袋公园建设和改造

摄影/本报记者 赵立荣

浦航路、江航南路路口的街心花园精心布局，已成为周边居民日常休闲的场所。

东湖绿地位于淮海中路、东湖路路口，闹中取静，供路人休憩的长凳设计感十足。

早晨，阿婆们买好菜拐到街角，与老姐妹聊几

句闲话；傍晚，年轻的爸爸妈妈吃完晚饭，带着孩子

到附近绿地散步……这已成为申城市民的生活日

常，近期建成的一批口袋公园更是给居民们带来了

方便。

口袋公园也就是过去人们常说的街心花园。这

些零星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袖珍公园，不仅让附

近居民散步、聊天、健身、赏绿有了去处，也点亮了

街区的环境面貌。上海去年建成口袋公园 47 个，今

年将新建或提升改造 50 个。按照绿化部门的规划，

到 2020 年，全市将提升 200 个绿地成为口袋公园，

形成“口袋公园———社区公园———地区公园”三级

体系，基本实现市民出门见绿。

口袋公园最早出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纽

约公园协会的提议中，通常指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

空间， 常常以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为

当地居民休憩、社交所用。

绿化部门透露， 在上海中心城区， 市民出门

500 米就能看到一个 3000 平方米的公园绿地，这

一目标已基本实现， 但仍不能满足百姓的现实需

求。 按照全市域公共绿地面积和常住人口基数比，

人均公共绿地只有 8%左右。 从结构上看，上海不

乏气势恢宏的大公园、大绿地，但贴近市民的家门

口公园，其数量和质量不够理想；从长远来看，上海

土地资源有限，新建大规模公园绿地大多集中在郊

野，市民日常前往并不方便。 因此在中心城区因地

制宜，见缝插针，新建或提升改造一批口袋公园，将

成为上海打造生态之城的主要手段。这项工作被形

象地比喻为“螺蛳壳里做道场”。

规模多小才叫口袋公园， 目前并没有明确界

定。 参考我国设计规范对面积最小公园的规定，一

般认为口袋公园规模在 400 平方米到 1 万平方米。

口袋公园规模虽小，但设计和建设却并不比大

公园来得容易。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兼顾承载力和舒

适度，尽可能满足市民在绿色空间缓解疲劳和释放

压力的需求，还真得有一套“绣花功夫”。

口袋公园主要服务对象是附近居民，实用和便

利是它最大的特点。这就要求设计者必须了解社区

的组成关系和使用者的需求习惯。在新建和改造工

程中，增加绿地活动空间、增添休息和健身设施等

是主要内容，不仅有精心布置的绿化小品，还巧妙

设置了亭廊、座椅、健身步道和锻炼设施等。

口袋公园在绿化品质、园艺特色方面也将遵循

统一标准进行设计建设。今年 5 月上海市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发布《上海市街心花园建设技术导则（试

行）》，对街心花园的植物选择就有相应要求，强调

乡土树种为主，选择观赏性强、季相变化显著的观

花、观叶植物和抗污染、滞尘、减噪等抗性植物。

如今，这些星星点点分布在城市各处的口袋公

园， 在高楼大厦之间自成一个个小型生态循环系

统，既调节城市气候的温度，也调节着都市里人心

的温度。

临潼路上的汇山苑，入口采用石库门造型设计，与周边建筑风格相协调。

荨西安路、旅顺路路口的装置作品给街头绿地增添了生气。

▲杨浦区长阳创谷主动将园区内的口袋公园向公众开放， 改变了企业

和所在社区之间相对封闭的格局。

▲很多小区家门口的公园规模虽小，但功能不少，是居民们散步、健身

的首选。

▲兰溪路、花溪路路口小公园内的沙坑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龙吴路、华泾路路口绿地与居住小区有机结合，不仅美化了环境，更给居民带来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