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门见绿
公众参与共治的景观

把生态带回都市、把游戏带给
孩子、把互动带回邻里

不少景观专家认为， 在突破量级的同时， 未
来上海的公园建设不再只追求 “多 ” 和 “大 ”，

其生态效应和 “以人为本” 理念的落地， 将是规
划建设的重点。

生活回归城市
城市回归自然

生活在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有没有一片公共空间 ,

让人们一起追寻自然和乡愁的记忆?

答案是肯定的！ 这就是在上海悄然兴起的 “社区花

园”。 与城市里常见的由国家投资建设、 园林工人维护

的公园绿地不同， “社区花园” 是利用城市的零碎空

间、 由社区居民和公益组织设计、 营造、 保养和管理的

自治型 “迷你花园”。

2014 年， 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区营造实验中心

主任刘悦来发起了自然教育组织 “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

自然体验服务中心”， 凭借专业的景观设计知识， 他带

领团队和居民一起进行社区营造， 在边角隙地中实现城

市居民归园田居的梦想。 截至目前， 四叶草堂直接参与

设计营造的社区花园达 120 个。

上海中心城区东北角的大学路， 沿街外摆的桌椅摇

曳生姿，充满情调。 向北，儿童沙坑、集装箱改造的游戏

区、花草景观、缸里的水生植物、本地植物、一米菜园、蚯

蚓堆肥桶……一个仿如微缩的森林公园坐落在路边。

这里是五角场的创智农园， 也是四叶草堂创办的上

海第一个开放街区里的社区花园。 几年前， 在创智天地

支持、 绿化管理部门和街道社区认同、 各类公益组织参

与的情况下， 刘悦来团队选中了这块街角， 开始了一场

实验， 为市民增添一处绿地， 同时搭建了一个交往、 自

治的平台。

一个小小的种子， 变成了一个小花园， 然后慢慢变

成一个公共空间， 到最后大家真正把它当作了家园。 这

是感情的递进， 生发与市民对社区、 对城市的热爱与关

注。 换言之， 社区花园模式随着逐渐遍布上海各小区、

创新园区、 边角料空间， 早已超脱生态范畴， 成为城市

与自然联结、 社会群体公众参与的场所， 带动生活回归

城市、 城市回归自然的重要空间与途径。

在刘悦来看来， 社区花园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景观管

治实验， 小微而渐变， 它不是一种彻底的变革。 但恰恰

这样， 在当下我国它可能成为一条重要的社区参与的路

径， 一条空间路径， 也是一条缝隙， 可以逐渐扩大的，

或许有上下通达的可能性。

既是享受者
也是建设者

高品质的公园、 花园乃至公共空间， 居住在城市里

的人们既是享受者， 也是建设者。 尤其是家门口的绿

肺， 更离不开沿线居民和单位的支持配合。 小小的一片

绿， 不仅慢慢成为城市治理的阵地。 它所投射出来的公

众参与属性， 为上海公园建设提供了解决思路。

芳草园、 清溪园是闵行区新建的两座口袋公园， 一

度因为部分区域 “踩” 在了莘庄镇政府、 闵行区绿化市

容局等单位的围墙内， 在规划设计上进退两难。 为了给

绿色空间让道， 沿线单位主动把围墙后撤了 8 米 。 事

后， 许多居民才知道， 其实退 5 米已经足够， 但这些单

位仍坚持再多挤出一些空间， 让他们非常感动。

和谐的氛围贯穿了整个建设过程， 建设者和受益者

有商有量， 最终化成了清溪园内多个因地制宜又充满乡

土情结的景点。 周边居民舍不得动两棵榉树， 建设方征

询意见后， 设计出两个烟圈状的凉亭， 每个烟圈 “套”

住一棵树， 既美观大方， 又不影响树木生长。 园内还设

计了一条旱溪景观带， 既呼应了居民的淀浦河情结， 还

打造出一个可亲近的 “河道” 游憩空间， 深得孩子喜

爱。

这样的共治思路， 将持续渗透在未来的公园建设

中。 刘悦来以建设社区花园的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思考，

他认为， 共治作为一种公共空间生产和运维方式， 正在

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价值———居民深度参与居住空

间更新和社区建设。 这一趋势， 是把大尺度的城市进步

与亲切尺度的日常改善整合起来， 以更乡土、 更丰富的

生态环境营造， 更新了人与自然的连接。 从参与设计、

在地营造， 到维护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实施……这一过程

不断加深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逐渐成为公众日常生活

有机的组成部分。

在给社区进行相关培训时， 刘悦来经常提出一个问

题： 如何判断一个美丽空间方案是好的？

他的建议是： 首先要求设计单位交一张市民看得

懂的图， 把重点标注出来，这样才能给公众参与协商和

讨论的机会，只有施工图是不行的 。 其次 ，好的空间有

一条 “黄金标准 ”，那就

是人能进入。 人进不去

的空间， 再美丽也缺乏

活力，一旦养护跟

不上 ， 就会沦为

棘手的荒地。

居
民

■本报记者 史博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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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千座公园绿色目标，上海正在这样做
口袋公园、乡村公园、开放林地……每年“上新”100 座公园

方寸之间见精巧

就在最近， 路过马当路复兴中路的市

民发现， 原本闲置的地块竟然建起了一座

市民家门口的 “口袋公园”， 丰富的植物

配置郁郁葱葱， 连外墙都披上了绿植和花

蕊， 之前被众人时常遗忘的城市角落， 现

在竟变成了街头美景打卡地。

新天地区域， 红色资源集聚， 如同蒲

公英柔韧坚强， 花开后随风飘落到新的地

方不断孕育新生命， 在这里滋养初心， 追

逐梦想， 期许未来。

花园取名追梦园 ， 占地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设计上汲取历史痕迹的魅力， 遵

循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理念， 回归本

原， 再现 “喧鸟覆春洲， 杂英满芳甸” 的

自然景象。 园内以蒲公英为主题元素， 整

体呈东西走向， 从初心之地到追梦之旅，

与城市共同见证时代的改变和发展。

走进园内， 樱花、 紫薇、 枫香、 辉煌

女贞、 八仙花、 菱叶绣线菊等丰富的植物

配置， 让公园充满生机。 而富有线条感的

设计思路， 则让花园显得既有现代感又不

失自然美感。 花园侧边的墙， 呈现绿植缓

坡向上的立体前景。 紫色的细叶萼距花及

进口萼距花将背景变得有质感和层次； 树

干上部弧线区域， 绿叶粉花和红叶红花海

棠绚丽地铺满了整个树冠， 随风摇曳的花

朵的芬芳 、 郁郁葱葱的绿墙 、 蝴蝶的倩

影 、 鸟儿的鸣叫声 ， 以及云朵飘过的景

象， 无不让人沉浸在美好时刻。

景观专家表示， 利用城市边角 “零碎

地” 打造精致而美丽的口袋公园， 既实现

了土地资源的精细化利用， 又改善了城市

的人居环境。 有故事的公园， 有文化的绿

地， 有欢乐的热土， 有梦想的空间， 市民

从中获得更多幸福感、 安全感、 舒适感。

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介绍 ， 今

年， 上海计划新增各类公园 120 座以上，

其中像追梦园这样的口袋公园 ， 将新增

60 座以上， 市民在 “家门口 ” 就能踏青

赏花 ， 成为上海公园绿地建设 “以人为

本” 的缩影。

丰富城乡公园体系

在上海城乡公园体系中， 不仅有小而

美的口袋公园 ， 还有城市公园 、 地区公

园、 郊野公园等多种类型。

林园泥地化身花海步道， 这样的 “蝶

变” 在松江区永丰街道上演。 近日， 毗邻

荣乐西路， “镶嵌” 于金地松江艺境、 绿

地凯旋宫、 三盛松江颐景园小区之中的永

丰城市公园正式开放， 这一占地超 3.4 万

平方米的公园， 已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娱乐

好去处。

据了解， 原先这里是一片不可进入的

荒地， 周边以住宅区为主， 之前没有其他

公园及公共绿化用地， 居民们对绿色空间

的需求很大。 为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城市生

态景观， 积极响应群众呼声， 办好民生实

事， 永丰街道于 2020 年启动城市公园建

设工程， 以 “绿意的公园、 静谧的花园、

欢愉的乐园、 现代的设计” 为设计目标，

以 “一心、 十字轴、 双环” 为景观结构，

分区植栽丛生朴树、 垂丝海棠、 紫玉兰、

白玉兰、 桂花、 乌桕、 香樟、 樱花等多种

乔木花卉， 巧妙划分出外围花镜、 中央阳

光草坪、 娱乐广场、 静谧花园、 欢愉乐园

5 个功能区， 并通过科学设置多样空间 ，

合理布局花坛、 廊架、 草坪等特色景观，

使功能区各有区别又浑然一体。 今年开放

后，草坪上有孩童嬉戏打闹，步道上有年轻

人奔跑健身， 长椅上有老人闲聊歇息……

一幅生态、 和谐、 优美的宜居画卷， 在此

徐徐展开。

同样属于今年 “新面孔” 的闵行区古

美公园 ， 预计今年 “十一 ” 期间对外开

放 ， 其毗邻轨道交通 12 号线顾戴路站 ，

周围居民区密集 。 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 ，

性质是比较少见的湿地公园， 呈 “蝶” 状

设计， 以湿地植物为特色， 提供多种亲水

体验， 打造以水生态技术应用和娱乐健身

为核心功能的生态型休闲公园。

一个个城市公园的建成， 不仅提高了

城市绿化率， 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生态理念 ， 更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了栖息

地。 家住永丰街道金地艺境小区的王阿姨

感叹：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生活品质

也越来越高了， 家门口的这片绿地公园，

出门即见， 抬脚即入， 感觉很幸福。”

破解空间有限的现实难题

截至 2020 年底， 上海的城市公园总

数达到 406 座 ， 提前并超额完成 “十三

五” 的规划目标， 即 300 座。 同比 “十二

五” 期末的 165 座， 城市公园总数翻一番

有余， 而在 “十四五” 期间， 上海开始朝

着 “千座公园” 的目标飞奔。

为什么定下这一目标？

在市绿化市容局总工程师朱心军看

来， “千座公园” 概念的酝酿和提出， 涉

及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指标， 其中， 提升

“市民幸福感” “城市软实力” “城园融

合度”， 是关键词中 Top3。

提升市民幸福感。 通过对标纽约、 巴

黎、 东京等世界级城市， 进一步提升社区

公园的覆盖水平， 强化口袋公园的就近服

务， 营造乡村公园的本土特色， 提升开放

林地的休闲功能等， 让城市处处有公园、

公园处处是美景， 将明显提升市民的获得

感、 幸福感。

提升城市软实力。公园绿地是上海红色

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

是城市吸引力、 亲和力、 感召力的重要体

现，是市民可亲近、可参与、可展示的文化

空间和休闲去处，通过“千园工程”建设，可

以更好彰显城市软实力、增强城市吸引力。

提升城园融合度 。 新一轮的公园建

设 ， 将使公园 “溶解 ” 在城市中 ， 通过

“公园+” 与 “+公园” 建设， 推动公园形

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 ， 促进生产 、 生

活、 生态空间和谐统一。

对照目标， 理清思路， 掌握路径， 方

能有的放矢。 市绿化市容部门透露， 将通

过几种形式打造 “千园之城”。 首先， 在

重点区域建造城市公园， 在 “一江一河”

区域建成世博文化公园 、 北外滩中央公

园、 杨浦滨江大桥绿地、 闵行紫竹兰香湖

绿地等一批公园绿地； 在外环绿带上， 通

过功能提升新建 35 座城市公园； 在五个

新城区域， 新建或改造提升一批 100 公顷

左右的 “绿心” 公园。

其次， 是布局扫盲建造口袋公园， 主

要结合滨水绿化、 街头绿地、 单位绿化开

放共享等多种方式建设口袋公园 （街心花

园）。 此外， 还将因地制宜建造乡村公园，

五年内将建成 200 座左右乡村小微公园，

改建 50 座左右开放休闲林地公园。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新建的 600 座

公园， 不是简单的 ‘量’ 的增加， 还将会

有明显 ‘质’ 的提升。” 朱心军表示， 提

升主要表现在落实 “绿化 、 彩化 、 珍贵

化、 效益化” 要求、 加强智慧公园建设、

提升配套服务能级 、 推动公园+文体旅 、

实现公园免费开放 、 逐步延时开放以至

24 小时开放等方面。

老公园焕颜更新

回顾上海公园的变迁， 某种程度就是

在回顾上海城市的拓展史。

上海最早的城市公园是 1868 年落成

的外滩公园 ， 其英文为 Public Park， 当

时译作 “公家花园”， 乃至附近后来建设

的外白渡桥 ， 英文名为 Garden Bridge，

直译成中文为 “公园桥”。 经过近百年的

变迁， 当年沪上知名的四大公园———“外

滩公园 (黄浦公园 ）” “虹口公园 (鲁迅

公园 ）” “顾家宅公园 （复兴公园 ）” 与

“兆丰公园 （中山公园）” 仍发挥着应有的

作用。 与此同时， 一些曾经的私家花园，

也已经逐步演变为开放 。 新中国成立以

后 ， 诸如长风公园 、 静安公园等纷纷落

成， 成为沪上知名公园。 近年来， 随着上

海城市规模的不断拓展， 城市公园已经布

局至上海行政区划的边缘———譬如位于临

港的滴水湖公园、 位于嘉定安亭的汽车博

览公园等 。 而诸如宝山区炮台湾湿地公

园、 金山区廊下郊野公园等， 更是丰富了

上海公园的品类。

在新公园增加的同时，老公园并没有放

弃“精护保养”的脚步，而是由内而外提升。

在鲁迅公园南湖之畔， 放眼望去， 一

幅充满诗意的水墨画映入眼帘， 好一派夏

日美景———微风吹拂着湖岸 ， 天蓝 、 地

绿、 岸洁、 水清。

然而， 在半年前， 鲁迅公园的南湖还

存在淤泥沉积 、 水体浑浊 、 湖体流动性

差、 缺乏水动力等问题。 今年 6 月， 鲁迅

公园水体生态治理项目竣工给这里带来了

“大变样” ———不仅公园湖体水质由原先

的劣五类水提升至目前的四类水， 水体透

明度也显著提升。

类似的例子还有南翔古猗园。 经过三

个多月的紧张施工， 今年 2 月， 逸野堂、

鸢飞鱼跃轩、 孕清亭廊道等 7 幢建筑的保

护性修缮工程完工， 对游客开放。 这些有

着近 500 年历史的建筑， 表面残损的部分

已经完全修复， 还增加了防水功能。 为了

能原汁原味地呈现 ， 专家们根据历史记

载， 经过反复推敲论证后， 采用了广漆制

作的传统工艺。 屋顶的飞檐翘角、 石雕、

泥塑等， 也都最大程度沿袭了原有的历史

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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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天大楼林立的 “水泥森林”

不再是国际化大都市的 “标配 ”，

“城市建在公园里” 才是最 “IN”

的指标 。 根据最新发布的 《关于
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
意见》， 到 2025 年， 上海将建成
公园城市 ， 上海的公园总数将增
加到 1000 座以上 ， 公园与城市
更加开放融合 ， 公园城市治理取
得突破， 生态价值转换效益明显。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000 座公园是个什么概念 ？

截至 2020 年底 ， 上海公园数量
为 406 座。 也就是说 ， 在未来 5

年里 ， 上海总共要 “上新 ” 近
600 座公园， 年均新增 100 座以
上 。 这对寸土寸金的上海而言 ，

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公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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