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撒播绿色生活理念的种子
“都市绿农”

近来， 黄浦区淮海中路 526 弄和合

坊的主干弄堂里，居民们时常聚在一起，
为地上、墙上、窗台上、铁门上、空调外挂

机上的花草绿植翻盆、敷椰糠做营养土、
加灌溉系统、浇水、“凹造型”……欢声笑

语弥漫在这片建于 1928 年的老弄堂里。
热热闹闹的人群中，有几位“懂行”的年

轻人来回穿梭忙碌， 热心地指导大家各

种操作技巧。 这些年轻的“老法师”来自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公益促进会———一个

旨在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生活方式的社

会组织。目前，他们正与黄浦区绿化管理

所、黄浦区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合作，用专

业力量指导和合坊居民开展绿化自治，
创建“弄堂绿趣”和“种子花园”。

从 2011 年 12 月成立至今， 黄浦区

文化公益促进会从没离开过社 区 和 居

民，他们先后与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

委、市环保局、市绿化市容局、黄浦区等

部门和单位合作， 承接或自创各类公益

项目，创建了“都市绿农”等多个响当当

的服务品牌。如今，他们奔走于全市的居

民区，撒播绿色生活理念的种子。

激发居民发自内心地爱绿环保

上海市黄 浦 区 文 化 公 益 促 进 会 常

以“都市绿农”的名称在社区开展项目，
并被居民熟知。 促进居民绿色自治，让

居民自觉过上低碳环保的生活，一直是

“都市绿农”努力的目标。 虽然在活动和

项目实施中， 他们也会送居民菜苗、花

盆、肥料、营养土和种植工具等小物件，
但“授人以渔”始终是重中之重，不仅教

植物种植养护技巧，更激发居民发自内

心地爱绿环保。
陈南是“都市绿农”的讲师，专门负

责和合坊的绿化自治项目， 常常到和合

坊和居民一起植绿种绿。 许多居民原先

也一直在养花种草， 但对种植技术和窍

门不太了解，很多时候因为方法不得当，
花花草草很快就蔫了。 陈南先和居民一

起重新布置了主干弄堂和支弄堂各处的

绿植，按照种类、颜色、习性、植株大小等

搭配，使老弄堂的花草有了“花镜”的感

觉，引得居民啧啧称赞。为了使居民真正

学会“绿化自治”，陈南和同事还定期给

居民上课，讲授养花草的门道和诀窍，并
帮助居民建立志愿者团队， 指导他们如

何安排维护绿植。
平时 ，和合坊的居民可以 通 过 “点

单”预约服务，比如植物修剪、多肉植物

养护等内容都是居民自己提出来 ，“都

市绿农”再安排老师送教上门。 “弄堂绿

趣”在“都市绿农”指导下不断向纵深发

展，居民开始分类垃圾、在阳台种菜、用

厨房湿垃圾制作酵素、堆肥等。 如今，这
种 “深度绿化 ”的氛围使这个年近九旬

的老弄堂自内而外散发着美与 活 力 的

气息。
五里桥街道打浦社区的一栋公寓楼

里住的多是退休教师，每年教师节期间，
各家都会收到很多花。 大家就在楼下公

共区域建了一条”绿色长廊”，把花卉拿

出来一同照料、维护、欣赏，也为了花能

开得更长久些。但花一多，问题也随之而

来———如何高效地施肥？ 如何预防病虫

害？ 浇了水，花草为什么还会蔫儿？ 居民

们很头疼，急得到处找专业指导。 今年，
“都市绿农”和黄浦区妇联合作联系上这

栋教师公寓的居民，为他们设计、开办了

一系列培训课程， 实地传授绿化维护技

巧，帮居民改善花坛硬件设施，还举办了

多场绿色生活知识讲座， 退休的老师们

纷纷竖起大拇指。

生态环保课程吸引不少“铁粉”

黄浦区文化公益促进会负责人汪思

亦告诉记者，促进会组织、实施的绿色公

益项目很多，服务的居民上至耄耋老人、
下至学龄前的幼儿。 仅与黄浦区妇联合

作的一项倡导居民绿色自治的 环 保 项

目 ，就覆盖了黄浦区 60%的居委会 “妇

女 之 家 ”，2 年 间 共 开 展 了 840 余 次 活

动 ，辐射 200 余个居民小区 ，服务 2800
多个家庭，累计服务超过 1.6 万人次。 但

“都市绿农” 在居民中最叫得响的还属

“阳台种菜”“厨房酵素”等生态环保系列

课程，吸引了不少“铁粉儿”。
“都市绿农 ” 一 共 有 4 位 专 职 讲

师， 陈继民是其中一位， 主讲厨房酵素

制作和阳台种菜两门课。 厨房酵素制作

要从干湿垃圾分类讲起。 陈继民常常跟

居民说， 厨房收集的果皮、 烂叶子、 蔬

菜根等易腐烂的都是湿垃圾， 平时要养

成干湿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 对 环 境 更

好， 也可以减少后续很多工作量。 然后

他才讲酵素制作方法， “按照 1∶3∶10 的

比例， 将一分红糖三分果皮十分水放置

在密闭容器中发酵三个月， 就能加工成

酵素。” 居民把酵素掺入清洁剂、 洗衣

液 、 洗洁精 、 沐浴露 、 洗发水 等 溶 液

里， 清洁去污效果非常好。
家住老西门街道的居民曹阿姨，跟

着“都市绿农”的老师学做酵素上了瘾，
不仅自己做，还给家人、邻居和朋友传授

制作经验，“刚开始， 我爱人不太理解我

为啥在家捣鼓这个，但我觉得变废为宝，
支持绿色环保，何不尝试一下呢？！ 确实

挺好用的，现在他也支持了。 ”曹阿姨乐

呵呵地说。
陈继民称阳台种菜为 “傻瓜种菜”

法， “都市绿农” 会给居民送些菜苗，
然后教居民如何利用椰糠加水溶性肥料

养护、 后期分盆、 扦插方法等。 上了 6
年课， 陈继民总结说， 生态科普课既要

“高大上” 又要 “接地气”， 前者指宣传

环保低碳、 清简生活方式， 很多人一时

还不能接受， 要反复讲解； 后者是要教

授最简单易懂、 便于操作的方法， 让居

民听完回家就可以做， 这样生态环保理

念才能落地。
除了课程，“都市绿农” 在老城厢举

办的绿色生活节、 绿色邻里游园会等社

区活动人气也都颇高。 他们组织居民分

享与绿色有关的小故事， 通过厨艺和才

艺展示、猜字谜、拔河等喜闻乐见的文娱

活动，营造和睦相亲的邻里关系；带领每

天都去公园锻炼、 休憩的老人读公园游

园须知，寻找公园里的便民箱，提醒老人

关注公园的急救电话等。

■本报记者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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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热催生
自然环保类社会组织

近年来， 本市兴起园艺热， 许多居

民逐渐认识到花草绿植在生活中的重要

性———既美化、 净化环境， 也能陶冶情

操、 愉悦心情， 还可 “以花会友” 广交

朋友 。 很多社区都有居民自 发 组 织 的

“花友会” “绿植社” “爱绿会” 等花

草植物、 自然、 环保类兴趣爱好小组或

热心志愿小组。
从 2015 年开始， 市绿化市容部门

连续举办市民绿化节系列活动， 希望把

更多绿色送入市民生活； 并积极鼓励和

引导居民自治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参

与社区绿化服务， 涌现出一批自然环保

类社会组织 ， 比如杨浦区的 “四 叶 草

堂”、 徐汇区凌云 “绿主妇” 环境保护

指导中心、 黄浦区文化公益促进会、 青

浦区 “绿之舟” 公益发展中心等。 他们

其中的一部分完全脱胎于社区的志愿者

组织或兴趣小组， 成立后又扎根服务社

区， 引导和召集更多居民参与社区绿色

自治， 共建美好生活环境。
成立于 2011 年 4 月的徐汇区凌云

“绿主妇” 环境保护指导中心， 是一家

倡导家庭绿色环保生活理念、 开展家庭

垃圾减量活动和慈善爱心活动的社区公

益组织 ， 它的前身是凌云街 道 “绿 主

妇” 志愿者团队。 这是本市较早的绿色

环保类社会组织之一， 其各项环保创意

都和社区生活紧密相连， 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 。 如今 ， 2600 余名 “绿主妇 ” 来

自全市 41 个社区及全国 4 个省市， 其

中多数来自徐汇区凌云街道的 28 个居

委会。 凌云 “绿主妇” 的服务项目分为

环保类和服务类， 对象都是社区居民，
共有废旧衣物回收 、 生活垃 圾 源 头 减

量、 爱心手工编织、 酵素制作、 家庭一

平方米阳台种菜、 少儿环保小先锋、 水

培芽菜种植等八类公益服务项目。

凌云 “绿主妇” 环境保护指导中心

理事长尚艳华告诉记者， 为了满足居民

绿色种植的需求 ， “绿主妇 ” 组 建 了

“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园 ” 志愿者团队 ，
园丁就是社区里的叔叔阿姨。 在社区的

一块空地上， “绿主妇” 建起约 350 平

方米的种植体验地， 种有番茄、 黄瓜、
茄子等当季蔬菜， 也有各种果树。

“基 地 里 ， 随 处 都 在 践 行 环 保 理

念 ， 阳 光 房 可 以 收 集 雨 水 用 于 灌 溉 ，
墙头的风力发电装置可以用 于 室 内 照

明 。 ” 尚 艳 华 介 绍 ， 凌 云 “绿 主 妇 ”
所在的梅陇三村居委会还建 起 了 绿 色

循环超市 ， 回收废品 、 制作 环 保 工 艺

品 、 编织爱心衣物 、 种植芽 菜 等 ， 均

以公益指导价进行积分兑换 ， 以 形 成

激 励 机 制 。 “40 积 分 可 兑 换 一 包 竹

筷 子 ， 150 积 分 可 换 一 块 砧 板 ， 400
积分可以换一个移动 WiFi。 原本每月

一次的垃圾 、 废品回收已经 无 法 满 足

居民需求 ， 很多人提出能否 每 天 一 次

回收垃圾 。”

居民积极参与环保活动

记者了解到， 截至目前， 已有上万

户家庭加入到凌云 “绿主妇” 的垃圾分

类减量、 一平方米小菜园等低碳环保活

动中， 许多居民都成为了固定志愿者。
凌云 “绿主妇” 和全国七八家绿色环保

社会组织保持长期合作互动关系， 共同

推进社区绿色环保项目。
而在青浦区盈浦街道绿舟社区， 还

有一个 “年轻” 的自然类社会组织———
今年 1 月刚注册的上海青 浦 区 “绿 之

舟” 公益发展中心， 它的前身也是绿舟

社区热爱生态环境、 积极投身社区事务

的爱心志愿者， 前期一直在协办社区的

各项公共服务项目， 比如筹办社区去年

的暑托班等。 青浦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之

际， “绿之舟” 广泛发动居民， 号召大

家一起动手建设 “最美楼道” “最美阳

台” “最美读书角” 等， 并组织绿色骑

行活动， 宣传绿色环保理念。

“四叶草堂”让社区花园“遍地开花”
“四叶草堂” 组织的活动越来

越火， 很多市民口口相传、 大老远
慕名赶来参加。 最近， 他们举办了
为期一周的上海首届 “社区花园
节”， 人气再创新高， “四叶草堂”
所在的创智农园成为申城又一 “绿
色地标”。

2014 年 1 月 ， “四叶草堂 ”
注册为自然教育类社会组织， 宗旨
是在都市环境里保留更多绿色， 营
造更丰富的自然生态， 带动更多人
过上绿色生活 。 目前 ， “四叶草
堂” 已在全市引导市民、 单位或绿
化机构因地制宜建造 20 个各具特
色的社区花园 ， 其中 2 家最近刚
刚交付。 “四叶草堂” 发起人、 同
济大学景观学系教师刘悦来博士表
示， “四叶草堂” 计划每年在全市
打造约 100 个大大小小的社区花
园， 美化身边的生活环境， 并以此
为平台促进交流， 加强社区建设。

居民自行维护社区花园

2000 平方米的创智农园 ， 原是创

智天地社区剩下的一块狭长的 “边 角

料”。 如今， 这里 “都市 农园” 混搭融

合的气质， 吸引着市民纷至沓来。 农园

有供居民耕种采摘的 “一米菜园”， 供

市民 “闻香识草 ” 的香草园 ， 一个 10
多平方米的沙坑和松树皮堆成的锻炼场

供孩子们尽情玩耍。 去年 7 月至今， 每

逢周末还有青少年自然教育类课程、 亲

子自然课程、 科普讲座、 互动活动等。
上课的 “集装箱 ” 就是一个颇 有 “内

涵” 的 “种子库”， 各类植物种子摆满

了一面墙那么大的置物架。
创智农园的肥料是小狗的便便、 树

叶和杂草等， 浇地用收集的雨水， 园内

道路用小石子铺就， 既有野趣也像海绵

一样吸水。 市民带孩子到创智农园学种

菜、 辨五谷、 采摘果蔬、 收集种子， 享

受田园时光， 也学习用永续循环的方法

保持绿色和生态平衡 ， 亲近自 然 和 土

地 ， 在都市营造 “黄发垂髻 ， 怡 然 自

乐， 都市桃源， 近在咫尺” 的意境。
更多的时候， 刘悦来会带着自己在

同济大学景观学系的学生和 “四 叶 草

堂” 的同事去送绿， 到社区、 园区、 学

校幼儿园等处， 与人们一起动手建造社

区小花园。 在杨浦区四平路街道鞍山四

村第三居民小区， 刘悦来和学生协助居

民打造了一方 200 平方米的 “百草园”，
一年四季下来有 100 多种花草果蔬， 几

乎都是居民从自己家里带来和邻居们分

享的。 不仅如此， “百草园” 还不用物

业和居委会管理 ， 1000 多名参与的居

民自己组织、 分配人力、 物力和时间来

维护， 小区里 40 多名小朋友组建了志

愿者队 ， 轮流值日 ， 为植物浇 水 、 施

肥、 捉虫、 修剪。
目前， “四叶草堂” 在全市参与建

造的社区花园， 后期几乎都采用类似的

方式， 由居民自治维护管理。

激活社区里的绿化“基因”

在 社 区 花 园 “遍 地 开 花 ” 之 前 ，
“四叶草堂” 实验了两年多， 探索这种

小花园在社区建设的可行性。 “以前，
在大家的印象中， 花园都由专业养护人

员打理， 居民只是欣赏， 怎么可能也建

得了花园， 还能自己养护？” 刘悦来说，
“四叶草堂” 当初就打算做这件看起来

“挺麻烦” 且看似 “不可能的事”。
2014 年底 ， 刘悦来和团队在世纪

公园筹建了一个 200 平方米的 “可食花

园 ”， 2015 年 5 月 1 日 对 市 民 开 放 参

观 ， 后来该花 园 扩 建 到 1000 平 方 米 。
平时吃的 、 菜场见到的菜这里 基 本 都

有， 总共有 50 多种， 这个 “可食花园”
不仅起到科普作用， 还请市民游客参与

采摘， 亲民指数很高， 颇受欢迎。 “可
食花园 ” 的养护由世纪公园的 工 人 负

责 ， 市民们也逐渐接受和认可了 这 类

“气质独特” 的小小花园。
几乎与此同时， “四叶草堂” 的团

队还和宝山区中成智谷园区合作创建中

成智谷火车菜园。 那里原来是堆放建筑

垃圾的废弃地， 经过近两年的生态治理

和设计改造， 通过种植农作物、 蓄养野

花野草、 建造雨水收集净化系统、 生态

堆肥、 建蚯蚓塔等， 改善了这一地块的

生态环境， 成为都市永续发展模式研习

示范地， 吸引了大量市民和专业人士来

参观学习。
其实刚开始时， “四叶草堂” 的活

动中参与的市民很少， 如今的高人气是

点 点 滴 滴 积 累 起 来 的 。 刘 悦 来 回 忆 ，
“四叶草堂” 曾参与一个老小区的绿化

美 化 活 动 ， 一 开 始 召 集 居 民 参 加 时 ，
300 多户中只来了五六户， 几乎都是老

人、 小孩， 没有年轻人。 “四叶草堂”
的团队发现 ， 只有居民真正从 心 底 接

纳， 社区花园才能 “落地”。 他们找到

一条捷径———激活社区原有的环保和绿

化 “基因”。 于是每到一个小区， 刘悦

来和同事都会先和小区的绿友会、 花友

会、 环保志愿者等热心人士沟通， 再慢

慢接触更多的居民 。 实践证明 ， 这 条

“捷径” 走得通。

研制社区自然类教育课程

眼下， “四叶草堂” 已初步研制出

一套社区自然教育课程， 分 5 步教社区

工作者和居民美化及绿化生活空间。 刘

悦来介绍， 比如在社区建造一个公共小

花园， 从最初的策划开始就会邀请居民

参与其中， 一起为花园选址、 定位， 盘

活、 整合原有的社区资源； 其次是设计

花园的空间结构， 与垃圾厢房、 健身场

所等设施的位置关系等 ；
第三步是建造， 除了混凝

土基建、 下水道、 灯具等

需 要 专 业 施 工 人 员 负 责

外， 其它部分都请居民一

起动手营造； 第四步是教

授 花 园 完 工 后 的 维 护 方

法， 将花园维护的技巧技

能传递给居民； 最后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花园

的长效管理模式， “主体

当然还是居民 。” 刘悦来

肯定地说。
在阐述 “四叶草堂 ”

及 自 然 教 育 课 程 的 理 想

时， 刘悦来用了三个词 ：
孵化器、 教练员和媒介 。
“团队毕竟人手 、 精力有

限 ， 能 影 响 的 范 围 和 人

群 有 限 ， 设 计 课 程 可 以

更广泛激发居民的潜能 ，
调 动 更 多 人 的 积 极 性 ，
让 大 家 自 己 动 手 参 与 、
自己感受。”

近期， 浦东新区浦兴

路街道 37 个居委会的代

表 将 作 为 首 批 会 员 ， 来

“四叶草堂 ” 学习社区花

园营造等课程。 刘悦来介

绍， 未来 ， “四叶草堂 ”
还将设计 《社区花园营造

手册》 《社区自然地图 》
《社区绿色生活地图》 等，
挖掘、 激活居民身边的自

然元素。 “什么季节开什么花、 哪个季

节有蝴蝶、 落叶如何收集、 怎么做酵素

最好……通过系统持续的课程和自然类

活动鼓励更多居民了解自然、 了解身边

的环境， 从而过上绿色生活。”
记者了解到， “四叶草堂” 的 8 位

理事分别有景观设计学、 建筑学、 地产

管理、 农业、 经管等知识背景， 他们一

直在探索如何将 “四叶草堂” 的自然理

念传播开来， 影响更多的人， 改变更多

人的生活方式。 最近的首届 “社区花园

节” 中， “四叶草堂” 采用认筹认建的

方式解决花园节中最重要的基础材料问

题， 4 家单位和 2 位个人认筹了花车 、
花材等， 而更多的市民则从家里带了植

物种子、 植株来分享、 参与。 刘悦来希

望更多的居民能够参与其中， “绿色不

仅在公园和公共绿地， 其实它就在每个

人的身边， 每个人的心里。”

上图： 市民在创智农园的香草园闻

香识植物。

下左图： 市民和工作人员一起修建

“四叶草堂” 在世纪公园设计的 “可食

花园”。

下右图： “四叶草堂” 主办的创智

农园一景。
均刘悦来摄

光秃了的绿化带恢复了初时的郁郁葱葱，九旬老弄堂穿上“花衣裳”散发新魅力、70 年的老弄堂变身

“植物园”瓜果花卉飘香，水乡古镇出现“花香弄堂”更显温婉可人……近两年，申城的一些居民区正发生着

可喜的变化———变绿变美。 更喜人的是，这样的变化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更长效、韧性，逐渐融入市民的

日常生活。 在这背后，离不开一批自然类的社会公益组织和热心志愿者们的默默努力。
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探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上海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秉承“园艺进家庭、绿

化美生活”的理念，积极引导居民自治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绿化服务工作。 在 2016 年 5 个居民

自治试点的基础上，今年，每个区都确定了 2 个重点扶持的居民自治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全程参与社区

绿化，在“政府引导、居民主导、专家辅导”的原则上，进一步把社区绿化服务推送到居民家门口。

■本报记者 李静

“都市绿农” 指导和合坊居民在弄堂公共区域的花架上装上灌溉等生态系

统， 以提高绿植花卉的存活率。 凌燕摄

■本报记者 李静

在徐汇区凌云街道梅陇九村梅园， 社区居民参与花园打理。 刘悦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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