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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上海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力建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蓝天白云“举目清朗”清水绿岸“通体舒泰”

草木蔓发时节，一场夏雨染成千树

绿。崇明岛上守林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探进

巡护路上。积水漾漾，不一会儿就漫进了

他的雨鞋里。他抬起脚晃了晃，再看前

方，路有些难行，内心却欢喜：“这下子，

树能喝饱水了。”

植绿、护绿、爱绿，上海不遗余力地播

撒绿色。5年来，森林覆盖率增加3.5个百分

点，达到18.49%，175.8万亩森林与都市相依

偎而生长；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

价值增幅最大，分别提升77.49%、72.04%，

高质量的森林极大地发挥着保持水土和净化

水质的功能。

对 于 上 海 而 言 ， 创 造 “ 绿 色 大 观

园”一直在路上。水源涵养林、沿海防

护林、污染隔离林、护路林、护岸林、

生态片林、生态廊道、公园绿地、开放休

闲林地……这些星罗棋布的绿，共同构筑

了最珍贵的生态屏障，在改善城市环境质

量、提供动植物栖息地等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把密林变作可穿行感知的绿洲

这是一片和谐共生的翠绿。在上海已建成

的8个千亩以上的大型开放休闲林地中，崇明

区占了半数。饰以“开放”，表明崇明区乃至上海

的森林，并非是看得见走不进的密林，而是可供

人与动物穿行的绿洲。崇明区林业部门利用原

有林地基础，优化林地综合功能，通过在林下增

加各季乔灌木和多彩地被，提升和改造景观。

富安村开放休闲林地，面积1002多亩，位

于崇明建设镇东南角。主干道两侧，种植了迷迭

香、金银花、薄荷、白芍等，满地花卉盛放之景令

人期待。开春之后，花岛秘境、林下花园、岛隐花

溪等自然风景一一呈现。

这也是一片不断蔓延的新绿。崇明世界级生

态岛建设走过20年，植树造林一直在不间断进

行，现已形成沿江环岛防护林、市县（区）公路河道

通道林、明珠湖水源涵养林、港东公路景观林、长

江大桥入岛通道林等多个规模较大、景观效果较

好的公益林区域。造林与造景相融，绿化与美化

同步。近年来，崇明区大力推进生态廊道建设，目

前已建成生态廊道项目79个，不仅实现了林地防

护、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也进一步丰富了林地建

设的内涵和效益，叠加景观、休闲等功能。

造林之后，护林、育林的担子不轻。自2017

年起，崇明区先行先试实施项目化的公益林抚

育改造，通过间伐、修枝、补植、改造等方式，提

高林木质量、改善林相结构，推动森林生态系统

健康发展。三分种、七分管，崇明区林业部门建

立了一套可固化持续的林地管护新模式，确保

公益林养护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十四五”期间，

崇明区将持续加大对林地的抚育力度，持续增

强林地景观效果。

拓宽造绿空间的边界感

森林是价值不菲的绿色宝藏，是地球上最

大的绿色水库、碳库、基因库和氧吧库。据园林

部门介绍，本市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由

高至低依次为：涵养水源、净化大气环境、固碳

释氧、森林游憩、生物多样性保护、保育土壤、林

木积累营养物质和森林防护；前4项功能价值

之和占总价值的83.61%，是上海森林生态系统

的主体功能。换言之，森林面积越大，质量越高，

其综合效益就越大。

从曾经“一双鞋”大小的人均绿地面积，扩大到

“一张床”“一间房”，上海城市绿化水平一直在稳步

提高。未来几年，全市森林覆盖率将明显增长——

2025年达到19.5%，2035年增至23%。对于土地资

源紧缺的上海来说，造绿空间还要怎么“挤”？

据规划部门介绍，“十四五”期间，本市造林

空间将更加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突出生态效

应。通过编制专项规划，强化规划引领，着眼于造

林规模、空间布局、生态品质以及政策支撑。

在实际推进中，本市结合环城生态公园带建

设，聚焦外环绿带、“五个新城”环新城公园带以及

黄浦江—大治河等重点生态廊道，集中连片推进

林地建设，有序构建全市域生态网络空间。通过推

进环城生态公园网络空间品质提升和功能融合，

标志性特色片林、滨水沿路景观林带、郊野公园等

一批特色鲜明的高品质生态林地呼之欲出。在规

划土地方面，本市优先推进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农

民集中居住等，为新增造林腾出空间。结合上海市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细则，形成“以五年为周期

编制专项规则，以三年为周期编制行动计划，每年

度分解下达造林计划”的滚动实施工作机制。同

时，创新用地资金等政策机制，积极引导果园、坑

塘水面以及零星地、闲置地等各类用地建设。

集中连片推进林地建设，有序构建全市域生态网络空间

植此青绿，创造“绿色大观园”

（上接第一版）对于上海而言，在控制住PM2.5

的基础上，还要加大力度解决新的“拦路

虎”——挥发性有机物（VOCs）。

据市生态环境局专家介绍，去年上海持

续推进新一轮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

理，完成工业治理约1042家、累计完成约

1663.43万吨钢铁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完成本

轮次国三柴油车限行淘汰共计8.43万辆。

步步返清，从单一治水走
向全面景观提升

小河弯弯、清水潺潺，这是浦东新区航头

镇长达村园沟河现在的样貌。然而，这条如

今蜿蜒近一公里的河道，曾经却是土堆间小

小的五六个坑塘。园沟河的“脱胎换骨”正

是上海5年来“治水”历程的写照。航头镇

规划办相关负责人说。“美容”后，园沟河的

水系贯通了，两岸也建起了公园，种满了水

蜜桃树，河道一处木桥匾额上题写着“桃花

源”几个字。

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2017年上海基本

消除黑臭河道，2018年全面消除黑臭，2020

年基本消除劣五类水体。2021年，上海主要

河湖断面中，二至三类水质断面占80.6%，四

类断面占18.7%，无劣五类断面。这意味着，

上海的碧水保卫战将进入更深层阶段。

去年，上海提出全面推行林长制，河道整

治与植树造林、国土绿化相结合，“水网”与

“绿网”“路网”“管网”系统规划建设。例如，

除了“一江一河”外，未来上海市民休憩慢行

还将有“一湖”——在上海最大的天然湖泊淀

山湖畔，淀山湖堤防达标和岸线生态修复工

程（一期）已正式动工。该项目将对淀山湖

17.7公里岸段进行整治，疏堵点通断点后，还

要构建起250万平方米环湖生态湿地，打造

300万平方米环湖生态缓冲带，慢行步道穿

行于湖区林地之间，今年年底完工后，淀山湖

上海段将全线贯通开放。

环保加力，用“金钥匙”撬
动绿色经济

在全国碳市场交易中心的大厅里，屏

幕上跳动的数字显示着一家家企业正朝绿色低

碳转型。去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

动，交易中心就设在上海，“上海碳”正式亮

相。截至今年6月16日，这个碳市场累计碳

排放配额成交量超过1.92亿吨，成交额超过

84亿元。

“上海碳”这把“金钥匙”，一经转动，绿色

低碳的上海发展画卷就徐徐打开……

在杭州湾北岸附近的海面上，奉贤区海上风

电项目正在为城市吹来“绿电”之风；临港新

片区首个油氢合建站——平霄路油氢合建站

内，一辆接一辆氢燃料公交车前来加气……去

年，上海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55万千瓦，清

洁能源的比例一年比一年高。

去年夏天的崇明岛，万花盛放，人潮涌

动。处处裹藏绿意、以生态为底色的第十届中

国花卉博览会花博园区成为中国首个碳中和园

区，三大场馆都获星级绿色建筑设计标识认

证：竹藤馆结合独特的立面造型、创新性使用

3D打印模板加喷射混凝土施工技术；复兴馆波

澜壮阔的屋顶造型有效降低了太阳辐射量；世纪

馆大跨度混凝土壳结构具有先天节能保温性能优

势，不开空调也凉爽宜人。

工业园区常常被贴上排放和污染的标签，但

“零碳示范园区”正阔步而来。闵行经济技术开

发区内绿意十足：西门子等企业努力创建零碳示

范工厂，博朗大力推进绿色包装项目，计划于

2030年前实现包装材料100%可循环……《上海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零碳园区”案例汇编》引

领零碳园区的建设与管理。

除能源、建筑、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外，上

海市民也在为低碳生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

刚刚过去的“全国低碳日”上，市民想出了500

多条低碳生活“金点子”。它们被汇编成《上海

市民低碳智慧手册》进行发布，鼓励更多人为低

碳生活“打卡”。

极目苍穹，上海“水晶天”越来越多了

青西郊野公园。

蓝天白云下的浦江两岸。

金山区“花开海上”郊野公园。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五年来，上

海更加科学精准保护生态环境，全力建好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上海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2021年，全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较

2016年下降35.7%，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

（AQI）为91.8%。全市主要河湖断面中，

3158条段河道2018年底全面消除黑臭；

2021年优Ⅲ类水质断面占比达到80.6%，无

劣Ⅴ类水质断面。积极拓展绿色生态空间，

至2020年底，森林覆盖率达18.49%，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8.5平方米；2021年，公园名录

新增94座，包括64座口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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