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上海，从远郊乡野到繁华城区，从荧光点点到星

罗棋布，从绿化彩化到珍贵化效益化，上海的“绿”越来

越广，也越来越浓。

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渴望“推窗见

绿，出门进园”。《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

导意见》明确了铺绿方向：至2025年，公园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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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千园

之城”渐行渐近。

最新数据显示，64座口袋公园、29座乡村公园、1

座主题公园统统被纳入2021年城乡公园名录管理。

经此次调整，上海各类公园数量增至532座。这标志

着，上海“千座公园计划”推进实施进度已经过半。

共享是价值观，空间是载体，美好生活是目标。建

设“千园之城”的背后，是发展理念的调整蝶变——提

升市民幸福感，提升城市软实力，提升城园融合度。

■者报记者 史博臻

楼房与绿地林木并肩生长

家门口的社区花园、转角处的口袋公园，

小巧精美令人眼前一亮,雕琢成散落在城市空

间中的“美”;郊野公园百花竞相绽放、大型标

志性森林公园浓荫蔽日，“金山银山”与“绿水

青山”集结起最大程度的同频共振。

若从高空俯瞰，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圈郁

郁葱葱的大型绿化带正沿着外环线环抱上

海。者市于1995年启动建设环城绿带，目前

已建成4000多公顷生态绿地，未来将延展成

“小环绕大环、珍珠落玉盘”的环城生态公园

体系，锚固286平方公里的绿色空间。

上海以“生态之城”建设目标为引领，

着力构建“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

市”，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绿

色环境需要。从城市制高点放眼四望，远处

拔节的楼房与郁郁葱葱的绿地林木，正在并

肩生长。

“推窗见绿，出门进园”

至2025年，上海公园数量将达到1000座

以上。奔着这一目标，推进建设一批大型标

志性公园；特色公园和郊野公园建成10座以

上；社区公园新建约50座，契合“一江一河”

“五个新城”建设等主题；开放休闲林地公园

改建50座左右，依托现有生态资源，促进林

地、田地、水系、湿地等生态空间组合。

聚焦中心城公园布局盲点问题，改建或

新建300座左右口袋公园。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规划布局200座左右乡村小微公园，基者

实现出门5-10分钟有绿，骑车15分钟有景，

车行30分钟有大型公园。

拥有“绿色一间房”

上海森林覆盖率又提高了！“十三五”期

末这一数字为18.4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8.5平方米，即每个市民拥有“绿色一间房”。

“绿化上海，造福于民”方针贯穿始终，坚

持绿化、彩化、珍贵化、效益化建设要求，积极

拓展绿色生态空间，“环、楔、廊、园、林”生态

格局基者形成。展望未来，到2035年，上海计

划将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3%，“生态之城”美

好愿景值得期待。

“+公园”注入多元功能

以公园为基底注入多元功能，“+公园”推

动城区、园区、街区、校区、社区、乡村的品

质提升。

城区方面，以公园为基底，构筑开放空间

网络，提升城区活力和品质，以高品质公园为

引领，强化功能复合，打造宜居宜业环境。

园区方面，以公园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以公园绿地实施为基础，融合企业与人才的

服务功能，完善园区生活配套，形成室内户外

一体的办公、休闲、交流环境。

街区方面，聚焦道路设施、城市家具、建

筑立面、沿街绿化、街景小品、招牌广告、景观

灯光等全要素进行优化，增设公共空间休憩

座椅，深化社会共建共享。

校区方面，结合绿色学校创建，提升校园

附属绿地的环境品质，逐步推进高校绿化空

间的开放共享，强化校区与社区的有机融合。

社区方面，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完善社

区居住、就业、出行、服务、休闲功能，强化社

区服务设施与绿化环境的有机融合，全面提

升社区的绿化感受度与空间品质。

乡村方面，加强村庄设计，突出乡村景观

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以郊野公园建设为

龙头，以“一村一园”建设为补充，通过点状供

地完善配套设施，发挥公园效益，推进农田林

网建设，改善乡村风貌，吸引新型产业，促进

乡村振兴。

“公园+”加强有机融合

面向所有人群的空间需求，加强公园与

体育、文化、旅游等各类功能的有机融合。

“+体育”带动城市活力，结合公园绿地布

局各具特色的市民休闲健身与运动场地、场

馆，为市民提供环境优美的健身场所。

“+文旅”彰显城市魅力，结合公园绿地、

滨江水岸等绿色开放空间布局博物馆、美术

馆、影剧院、图书馆及各类文旅设施，举办草

地、森林音乐会等文化活动，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营造城市文化氛围。

“+服务配套”提升便民功能，因地制宜推

动社区服务设施、商业设施、停车设施等与公

园绿地结合，综合提升公园绿地的空间品质

与服务水平。

“+安全”强化城市韧性，结合各类城乡公

园空间，因地制宜推进应急避难场所与设施、

雨水调蓄设施、人防设施等建设。

“绿心”引领，展现“生态秀带”

“十四五”期间，上海以“绿心”公园引领

“五个新城”环境品质全面提升，凸显“一城一

园一湖”独特景观。同时完善公园体系，推进

环新城森林生态公园建设，加强绿地空间与

公共活动融合，通过蓝网、绿道进行串联，持

续构筑蓝绿交织、开放贯通的大生态格局。

自2021年起，上海贯通外环绿道，展现

“生态秀带”，力争五年内新建市域绿道1000

公里，其中骨干绿道500公里。

市郊各区依托绕城森林、生态廊道等初

步建成“一区一环”。主城区沿骨干河道两侧

20米构筑连续开放的公共空间，持续推进以

川杨河、淀浦河、蕰藻浜、张家浜等为骨架的

滨水廊道及两岸绿道建设。

据悉，未来的环城生态公园带由“一大

环”和“五小环”组成。“一大环”，指环城绿带

（外环绿带）及周边生态空间，以外环绿带为

骨架，向内连接10片楔形绿地，向外连接17

条生态间隔带。“五小环”，指围绕“五大新城”

规划建设的5个环新城森林生态公园带。

上海持续推进“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提升市民幸福感、城市软实力、城园融合度

共享是价值观，空间是载体，美好生活是目标

荧光点点到星罗棋布，“千园之城”浸润绿色
以“生态之城”为引领，构建“公园城市”“森林城市”“湿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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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瞰花博园区。者报记者 里千里摄

各类公园数量
增至532座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8.5平方米

“一大环+五小环”
环城生态公园带体系

世博文化公园启动建设

2017年9月22日，上海世博文
化公园启动建设。世博文化公园锚
固“生态”“公园”本底，构建黄浦江生
态走廊上的绿肺核心；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用中国语言诉说世界故事；
传承上海世博会精神，场馆重生、肌
理重塑。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中，注入
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元素，为城
市打开全新的人城相融的界面。

郊野公园陆续建成

继金山廊下郊野公园先行开放
后，5年来，崇明长兴岛郊野公园、青浦
青西郊野公园、闵行浦江郊野公园、嘉
定嘉北郊野公园、松江广富林郊野公
园和松南郊野公园等陆续建成开放。

目前阶段，郊野公园深耕功能提
升，凸显特色，更加注重以自然野趣为
基调，以田园风光为特色，努力实现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农、林、水”融
合，以及自然风貌与文化品牌的融合。

“万体汇”率先迎客

今年2月，徐家汇体育公园综

合馆——“万体汇”启动部分试运
营，拉开徐家汇体育公园焕新亮相
的序幕。徐家汇体育公园占地面积
35.96公顷，建筑面积25万平方
米。区域内包含“三件套”——上海
体育场、上海体育馆、上海游泳馆，
以及东亚大厦、“万体汇”。建成后
的徐家汇体育公园，将成为上海设
施设备最齐全的体育文化聚集区之
一，建设成为卓越的体育赛事中心、
活跃的大众体育乐园、经典的体育
文化地标。

沪版首个高线公园诞生

上海首座高线公园——普陀百
禧公园，于2021年秋天投入使用，总
长约1000米，前身是货运铁路线，后
来变身为曹杨铁路农贸市场和综合
市场。在2019年正式关停之前，曾
被誉为上海“最长的菜市场”。

经过一年多建设改造，这里发
生了大变样。整个公园分上、中、下
三层：上层是高线步道，中层也就是
地面层为篮球场、休闲驿站等服务
场所，负一层可用作展厅，聚合了保
留历史记忆、市民花园、居民服务体
验区、全龄综合活动区、城市艺廊、
城市T台等六大功能。

千园之城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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