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蓝地绿水清夯实群众获得感

“修
野
如
野
”，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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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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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黄金周， 对青西郊野公园

工作人员来说， 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虽是远郊公园， 但自去年 10 月开园以

来， 公园 “修野如野” 近乎原生态的特

色湿地生境和江南水乡风情， 让市民游

客或耳目一新、 或重温乡愁， 入园人数

屡创新高， 迎接大客流的各项预案必须

提前备妥。
青西郊野公园位于青浦区西南部，

东至山泾港、 规划路， 西至练西公路，
南至南横港， 北至淀山湖， 规划总面积

约 22.35 平方公里 ； 去年 10 月试开园

的一期面积约 4.6 平方公里， 分为天然

湖泊大莲湖、 生态保育区、 水乡农田示

范区和渔村休闲体验区等几大片区， 湿

地、 湖泊、 河流、 浅滩、 森林和小岛等

自然交错、 相融相通， 其中水域占总面

积的 1/3。
青西郊野公园建设方介绍， 经过综

合整治田、 水、 路、 林、 村， 增设必要

的基础设施， 公园呈现出 “水上森林”、
无垠稻田 、 鱼塘垂钓 、 荷塘碧 连 天 等

“梦 里 水 乡 ” 景 致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非

“网红”———“水上森林”莫属。
“水上森林 ” 60 多亩水域内 ， 最

低处水深约有 2-3 米 ， 种有池杉 、 落

羽杉、 中山杉等植物， 以池杉为主； 杉

树扎根水底， 根茎部特别粗壮， 水面上

的茎干笔直高挺， 湖光倒影间， 被誉为

奇观， 更是摄影爱好者钟情的取景地。
其实 ， 已有 35 年历史的 “水上 森 林 ”
不仅 “颜值” 高， “生态值” 也相当了

得———据不完全统计， 在此栖息的鸟儿

有 180 多种， 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

华秋沙鸭和 39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生

息在此的水生生物有数百种， 上海本土水生物种尤其丰

富。 公园清洁人员说， 打扫 “水上森林” 的木栈道， 可

以享受 “白天看鸟飞、 听鸟鸣， 晚上听蛙叫” 的趣味。
“水上森林” 是公园特意辟出的 0.9 平方公里生态

保育区的核心地区。 其实， 建园前， 当地就在重点保护

“水上森林” ———用铁丝网把这一片围起来， 形成相对

封闭的空间 ， 最大限度保护原生态 ； 在 “水 上 森 林 ”
周边， 还有若干鱼塘、 湿地和小块浅水湖等 ， 公园通

过整修 、 沟通 、 拓展水域 ， 疏伐 、 补 种 树 苗 等 措 施 ，
统一建成生态保育区片区。 从开园起， 公园管理方就

规定， 每天限额 1500 人进入生态保育区游览， 不给环

境太大压力。
“这里生态底子好， 建设时也特意避开喧嚣热闹的

项目， 使公园 ‘修野如野’。” 负责青西郊野公园建设、
运行的上海青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刘东鸣

说， 从规划开始就遵循 “保护优先、 科学修复、 适度开

发、 合理利用” 的原则， 青西对公园有节制地开发开

放， 适当 “留白”， “这么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 一定

要保护好。”
郊野公园事关生态与民生福祉， 在上海是一项创新

和探索， 青西郊野公园也一直在摸索。 眼下， 园方正和

上海海洋大学在园内共建水生植物园， 搜罗种植江南水

乡常见水生植物， 兼具观赏、 科研和科普功能； 同时，
与科研机构合作的水质自然净化项目也已见成效， 园内

水质普遍从Ⅴ类恢复至Ⅲ类， 生物多样性有所改善……
青西郊野公园正朝着 “生态、 生产、 生活” 融合发展的

方向稳步推进， 打造大都市生态保护和郊野游憩休闲的

新空间。

按照党中央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总体要求，2012 年，上海明
确提出推进以郊野公园为重点的大型
游憩空间和生态环境建设，旨在改善城
市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加
市民生态福祉，并逐步形成具有上海特
色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2012 年 5 月 ，市政府批复 《上海
市基本生态网络规划》， 在全市规划建
设 21 座郊野公园，并确定其中 7 座试
点先行建设， 规划总面积约 130 平方
公里，正在实施的一期面积约 50 平方
公里，一期开园约 30.6 平方公里。 目
前，首批 7 座中已有 5 座免费开放，另
两座预计分别将于今年年底和明年年
底开园。郊野公园建设让上海生态空间
“扩容提质”，坚守生态底线，有效保护
生物多样性。

【大美地标】
■本报记者 李静

随着滨江贯通工程的推进，亲水近水将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日常。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漫步滨江，“水际线”生机洋溢

浦东滨江，拥有上海最长的滨水岸线，
打造的是富有特色的“水岸上河图”，目前

全段贯通开放工程已进入攻坚阶段。 负责

贯通工程的上海东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介绍， 新增的 5 公里贯通区段包括杨浦大

桥绿地、洋泾绿地、民生码头、民生轮渡、新
华绿地和船厂绿地，个个颇具亮点。

东昌路-张家浜段是浦东较早贯通的

滨水空间，属于艺术生活段，依托腹地生活

功能，在现状绿地基础上改造提升，重点打

造煤仓艺术长廊，形成以街头艺术、创意生

活为特色的主题区段， 通过彰显个性化雕

塑艺术与转瞬即逝的行为艺术， 渲染互动

多元的人文氛围。
9 月底贯通的上海船厂滨江绿地 ，沿

江岸线总长 1.3 公里， 是世界级滨水公共

空间的核心区段。 绿地周边保留着具有历

史价值的老船厂厂房， 对提升整个黄浦江

沿线的滨水文化品质举足轻重。 景观改造

工程保留了绿地原有的格局， 并予以改造

提升，包括优化调整种植、地形等对视线的

遮挡和对空间布局不利的因素， 改造修复

破损的铺地，并实现三条道贯通。
民生码头滨江贯通工程将带来树影婆

娑与江风嬉戏的滨江漫步体验，出于对自然

环境的珍视， 并结合民生艺术港的特质，将
“森林、阳光、空气、艺术”四大场景呈现于大

江大岸。 在开阔的江边打造小片树林，苗圃

路尽头的高柱平台区域可以作为举办大型

活动的公共舞台，大台阶的设计让人可以时

刻捕捉日光脚印、飞鸟留痕，螺旋观景台、塔

吊观景台、 地面镶嵌画等多个空间艺术小

品，则使人在滨江踱步之余目不暇接。
新华绿地贯通及景观提升工程隶属于

浦东五大滨江主题 区 段 之 一 的 文 化 长 廊

段， 岸线全长约 1.6 公里， 总占地面积 16
万平方米， 东接民生码头工业遗存更新区

域，西连上海船厂滨江绿地，串联民生路、
桃林路、源深路、福山路、东方路等重要城

市街道，将集东岸贯通道、滨水大道、城市

广场、开放式公共绿地等为一体，突出文化

休闲和体验功能， 是打造浦江文化高地的

重点项目。这里以“简洁优美，浪漫轻松”为
设计原则，新增多个城市广场。 其中，民生

路轮渡站区域依托民生工业遗存更新区域

西入口，形成民生文化广场，通过一个略微

低置的广场和贯穿其上的东岸连接桥，将

周边的民生文化城西入口、滨江大道、民生

路轮渡站和黄浦江汇聚在一个空间———平

时是休闲活动广场，节庆时则变成大舞台，
东面的民生文化城、 西面的新华绿地欢呼

台、上方的东岸连接桥将是最好的观众席，
广场周边的坡道台阶可以疏导复杂交通。

另外， 福山路两座工业遗产建筑之间

的百子广场， 是双层水岸城市滨江段的核

心区域， 防汛墙的驼峰高差通过舒缓的广

场坡道在不知不觉中化解。 百子广场中间

的百子山通过现代语汇诠释传统的造园手

法，生动展现百子广场“百子同乐”的意蕴。
两侧利用高差设置了凹壁以提供露天休闲

座椅，是双层水岸城市滨江段的核心。
临水而居，择水而栖，是人类亘古不变

的梦想。随着滨江贯通工程的推进，亲水近

水将成为这座城市的日常。 让我们一起期

许， 在全新贯通的黄浦江两岸滨江体验全

新的水岸生活。

【大美地标】
上海式滨水生活，就是“江岸=天际线+水际线”。 目前，黄浦江滨江贯通工程正

稳步有序推进，就如同跃动的进度加载条，越奔向终点，越令人雀跃。市浦江办介绍，
9 月底，徐汇滨江、浦东滨江已各新增 2 公里和 5 公里贯通区段。

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公共空间，正成为市民休闲漫步的舒适场所。 创新的连通
方式、诗意的景观对比、旺盛的绿植环境、深厚的文化积淀，都在这条“水际线”上腾
起奇彩的浪花，汇集成一道洋溢着生命力的全新生活生态岸线。

【生态笔记】

■本报记者 史博臻

生态复苏，鸟儿“用翅膀投票”

在崇明东滩，一场持续四年多、投资十

多亿元、覆盖 25 平方公里的生态大战渐近

尾声。胜负其实早已分明：肆意扩张的外来

物种互花米草被刈割“团灭”，几乎被挤压

殆尽的“土著”水生植物海三棱藨草和海水

稻重新昂首迎风，绿波翻滚。而这场大战的

裁 判———近 百 万 只 各 类 候 鸟 ，“用 翅 膀 投

票”，成群结伴飞来东滩湿地，在修复后的

海三棱藨草丛中觅食、栖息。
这就是自 2013 年 9 月底开工建设的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花

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工程。 目

前，工程进入收官阶段，今年 12 月将全部

完工。四年多来，这场生态战艰难地灭除近

2 万亩互花米草，恢复 3000 多亩海三棱藨

草及海水稻，营建了 3 万多亩优质、稳定、
可持续管理的水鸟栖息地，修复 20 个生境

单元，构建起鸻鹬类、雁鸭类和鹤类三类水

鸟的主栖息地， 大幅改善了东滩保护区的

生态环境面貌。 今年年初，工程获得 2016
年度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崇明东滩位于长江入海口，傍海依江，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长江水携泥沙而来，不
断冲击、堆积，形成鸻鹬类、雁鸭类等迁徙

鸟类赖以生存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 1998
年成立的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总面积约 240 平方公里， 其中 1/3 左右的

面积有植被。 保护区每年吸引近百万只候

鸟来此栖息或过境， 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

路线上至关重要的驿站， 也是具有全球意

义的生态敏感区。

不料，“鸟儿天堂” 的美好被外来物种

互花米草彻底打破。互花米草繁殖力超强、
易存活，秸秆密集粗壮、根系发达，一旦倒

伏便会在滩涂上形成厚实的一层， 破坏底

栖动物生境，也挤占其他植物的生长空间。
十多年前，东滩的鸟儿越来越少。

2006 年起 ， 上海多个部门和各大高

校、科研机构联手，合力研究清除“反客为

主” 的互花米草。 在多年反复试验的基础

上，2013 年， 崇明东滩保护区启动互花米

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地优化项目， 逐步

摸索出一套“蓄水刈割法”———把一片互花

米草群落围合起来，割掉地上部分，在每年

4 月前后的扬花期时蓄上水， 水位升到七

八十厘米，淹泡半年，抽干水曝晒，而后种

上本土植物，再调节到合适水位。
这种方式效果明显： 修复区内 95%以

上的互花米草已被斩草除根， 同步种下的

海三棱藨草和海水稻逐渐夺回绝对优势地

位，底栖动物有了透气空间，元气也逐步恢

复。有东西吃，鸟儿们自然回归了———去冬

今春的迁徙季， 来东滩的鸟儿比往年增加

6 万多只， 其中不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

头鹤、中华秋沙鸭等稀客。 目前，在东滩记

录到的鸟儿已有 290 多种， 每年还在发现

新品种。
崇 明 东 滩 鸟 类 自 然 保 护 区 负 责 人 表

示，清除互花米草仅是第一步。在生态专家

指导下， 保护区修建了 26.9 公里的围堤、
四座涵闸和一座出水闸， 在围堤内修建完

善水系，开挖近百公里的各类河道、潮沟，
营造近 10 平方公里适合鸟儿栖息的岛屿、
浅滩等多样化生境， 同时人工栽种海三棱

藨草、芦苇和海水稻等本土植物，为鸟儿提

供栖息地和食源。

【大美地标】
“世界级生态岛”长什么样？崇明岛正在把人们的期待和“一张蓝图”稳步变为现

实———到 2020 年，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30%、常住人口控制在 70 万人左右、绿色交
通出行占比 80%以上……

上海从大局出发，以战略眼光全力推进崇明生态岛建设，生态岛的基础和轮廓
基本形成。 “十三五”时期，上海将继续举全市之力，高水平、高质量推进崇明世界级
生态岛建设，积极实施“生态+”发展战略，打造长江生态大保护的标杆和典范。

【生态笔记】

■本报记者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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