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路见荫的绿道，花香鸟啼的公园……

在不少地方，山水草木与城市相融相生，令人

心旷神怡、享受美好生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让我们

生活的家园更绿更美”。如何把城市建设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让居民生活

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记者带您走进 3
座城市，发现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盘活有限空间，让废弃
荒坡变身居民身边的口袋
公园

城 市 空 间 寸 土 寸 金 ，绿 化 文 章 该 怎 么

做？近年来，不少城市充分利用废弃地、边角

地、房前屋后等空间“见缝插绿”，让百姓身边

的口袋公园、小微绿地多了起来。

潺潺溪水穿园而过，“乒乒乓乓”的击球

声 此 起 彼 伏 ，与 儿 童 们 的 欢 笑 声 交 织 在 一

起。在重庆两江新区，龙竹路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披上“绿衣”，好不热闹。家住附近的袁

女士每天早晚都来这里散步：“这里以前就是

夹在住宅中间的一片荒坡，垃圾成堆、气味难

闻，现在成了小区的‘后花园’！”

这样的坡坎崖地形，在山城重庆并不少

见。“重庆地形崎岖，小区之间的零散土地或

杂 草 丛 生 或 土 石 裸 露 ，不 适 合 单 独 开 发 利

用。我们通过建设口袋公园，将荒坡‘斑秃’

变成绿色‘挂毯’。”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公园管

理处处长王皓敏说。

2021 年，经过 3 个月“美容手术”，龙竹路

社区的荒坡变身为体育文化公园——

就地取材巧改造。利用近 10 米的场地高

差，设计了儿童攀爬彩丘、下沉式儿童活动沙

池；平坦处则添置乒乓球台、篮球场等运动设

施。“既节省了土石方外运成本，又增添了活

动乐趣，一举两得。”王皓敏说，公园还打造了

一条环形跑道、设置了一批座椅，方便市民运

动休憩。

悉心绿化增颜值。将香樟、黄葛等乡土

树种“搬”进园内，春鹃、马鞭草等植物“铺”上

山坡，小河中芦竹、睡莲等错落有致，速生与

慢生结合、常绿与落叶搭配，实现“四季见绿、

两季有花”。

建设好，更需养护好。公园里，绿化养护

工陈安水弓着身子、拎着锄头，一下一下往土

里刨，换栽桢楠树：“公园刚建成不久，如果发

现有树木难以存活要及时更换，还得定期施

肥、浇水，让它们快点长起来。”

“口袋公园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城

市绿化景观重要而有效的方式，也是提升社

区治理水平的重要载体。”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秘书长贾建中认为，口袋公园最主要的特征

是小而精、小而美、就近布局、开放共享，方便

居民使用。

为了最大程度让群众满意，龙竹路社区

的工作人员还颇费了些功夫。

最开始，龙竹路公园“插”在小区中间，两

侧小区都围起护栏，居民步行时要绕一圈才

能进入公园。

怎么办？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和开发商

坐下来开会讨论，你一言我一语。

“拆掉围栏修个门吧！大家散步方便。”

“门太多了不安全，本来就是散步，走几

步没什么。”

…………

最终经过协商，大家决定在围栏中加设小

门。小区居民可以刷卡打开，既方便又安全。

如今，重庆的口袋公园越来越多，让山城

绿意盎然。武隆区两路口游园，栽种冬季开

花的银叶金合欢，实现“四季赏花”，还装饰了

祥云柱、鸭子石雕，增添游园趣味；南岸区温

馨南苑小区，昔日“脏乱差”的老旧小区院坝

上，如今花草树木和休闲廊亭相映成趣……

据统计，重庆坡坎崖绿化美化项目总量已超

过 1300 个，总面积超过 3000 万平方米。

推窗见绿，出门见景。目前全国已累计

建设口袋公园 2 万余个，建设绿道 8 万余公里，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约 15 平方米。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我国将持续建设分布均衡的公园体系，

让居民走出家门“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不

断完善城市绿地服务居民休闲游憩、体育健

身、防灾避险等综合功能。

治理黑臭水体，建设湿
地公园，有效改善了城市生
态系统

水系，是城市生命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清明前后，山西太原市的汾河湿地公园

内，柳树刚刚抽出新芽，草甸上冒出了新绿，

连白鹭等珍稀鸟类，也赶来“凑热闹”。附近

高楼伫立、车流繁忙，却和湿地里的世界融为

一体——城市与自然，就这样共生共存，产生

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眼前的一切，让人很难与 10 多年前的景

象联系起来。家住太原市胜利桥东附近的王

强，至今记得小时候从汾河河道里飘出的味

道：“走到跟前就是一股恶臭袭来，夏天涨水

的时候，河道就成了‘垃圾场’，有时甚至会顺

水 漂 下 沙 发 、凳 子 。 再 后 来 ，西 山 那 一 带 挖

沙，河道到了冬天就干枯了。”

一水中分，九水环绕。千百年来，纵贯太

原 南 北 的 汾 河 滋 润 和 浇 灌 着 这 座 城 市 。 不

过，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汾河及它的 9 条支流

却成了“黑臭”的代名词，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近年来，太原市相继实施“九河”综合治

理、汾河城区段分期治理等工程，呈南北长条

状分布的汾河湿地公园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成

的。“湿地公园如同一个大‘海绵’。如果污水

源源不断，就算湿地的储水、净化功能再强，

依然治标不治本。”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

邵社教说。

要治本，做好汾河城区段的排污口管理

至关重要。排查汾河支流小东流河时，太原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许德茂曾带队到一家建

材 厂 检 查 ，问 道 ：“ 那 个 排 污 口 是 不 是 你 们

的？”负责人矢口否认。仔细摸排后才发现，

该厂的排水口很隐蔽，延伸到数十米外的一

处荒地排进河道。“光在小东流河施工段，短

短 930 米，排污口多达 10 处！”许德茂说，通过

走访，汾河及支流共排查出 1000 多处排污口，

通过治理，从根子上避免了河道再污染。

湿地公园内，不少绿洲、小岛颇具意趣、

引人驻足。一问才知，这一设计有其特别考

虑。“为了给动植物留出充分的上岸空间，我

们 采 取 了 多 台 阶 、自 然 缓 坡 式 堤 坝 ，使 用 草

皮、草灌等生态材料，让景观更自然更和谐。”

山西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任敏

康介绍。

湿 地 公 园 也 被 称 为 城 市 生 态 系 统 的

“肾”，对城市小气候、水域的水量和水质、流

域生态多样性等影响明显。汾河湿地公园建

成后，汾河太原段的蓄水量增加了 20%，目前

已有紫鹭、斑嘴鸭、花凫、翠鸟等 165 种鸟类常

年造访。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城市拥有了湿地

公园。据了解，我国 29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不含州、盟）的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全国各类

湿地公园达 1600 余处。

推进城市更新，广场
改造、设施升级撬动绿化
新空间

恰到好处的城市绿化，离不开园林绿化

工程师们的巧妙设计。和煦春风中，来到北

京西单商圈的购物广场“更新场”，只见坡地

上伞房状的委陵菜已经返青，一丛丛绿色鸢

尾草竞相生长。

“过段时间你再来，国槐、栾树长出新叶，

三 角 梅 、舞 春 花 盛 开 两 旁 ，好 像 身 处 城 市 森

林。那真有点‘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

意思了。”说起自己参与的绿化改造项目，北

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公司总设计师李战修打

开了话匣子。

今年 56 岁的李战修在园林绿化行业干了

近 30 年，从“大广场、大草坪”到“口袋公园、小

微绿地”，从“大量引进洋花洋树”到“因地制

宜推广乡土植物”，他见证了城市园林绿化工

作的点滴变化。

——设计更加亲近自然。

“以前这附近也进行过改造，但绿化主要

是引进规整的草坪，树种得不太多，夏天遮阴

不够。如今绿植和布景造型多了，更加回归

自然，感觉是在公园中逛街。”打小在西单地

区长大的北京市民肖明说。

改造之初，李战修和同事面临的第一道

难题，是覆土不足的限制——原来的覆土层

仅 60 厘米厚，影响树木正常生长，每年还得换

栽。为此，设计师们将地下广场由 4 层减为 3
层，将更多空间留给地面绿化，覆土厚度增至

1.5 米至 2 米。

建 筑 物 做“减 法 ”，绿 化 就 能 做“加 法 ”。

漫步“更新场”，屋顶花园中油松、元宝枫等树

木高低错落，下沉广场上的海棠围成一圈，与

丁香、小黄杨等低矮灌木，委陵菜等地被植物

交相呼应，形成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落。

“广场占地面积 1.8 万平方米，绿化面积由

原来的 5000 平方米增至 1.1 万余平方米，乔木

由约 100 株增至 300 余株。”李战修介绍，下沉

式商业广场藏在通透疏朗的森林绿意中，再

配上能够降噪隔热的灰色火山岩外立面，达

到了“隐于闹市”的效果。

——绿化方案更加科学。

“为什么不多种些常绿树种？”看到广场

上除了少部分油松、白皮松等常绿树种之外，

不少落叶乔木尚处休眠期、树冠光秃秃的，记

者心生疑问。

“其实在北方地区，多种冬季落叶乔木有

利于透光，让人们可以充分享受暖阳。”李战

修解释道，过去北京也曾尝试引入一些常绿

阔叶树种，但存活率不高。经过长年摸索发

现，北京的落叶乔木与常绿乔木的比例保持

在 7∶3 较为合适，有利于创造夏天遮阳、冬天

温暖的城市休闲环境。

此外，近年来城市绿化也在努力追求节

俭、务实。在“更新场”的草坪上，冷季型草和

委陵菜等野生草交替布置。“早熟禾、高羊茅

等 冷 季 型 草 整 齐 美 观 ，但 耗 水 多 、养 护 成 本

高，适宜在重点区域少量使用；委陵菜的枯草

期比冷季型草长，但无需施肥、生命力强。二

者按照一定比例布置，能够优势互补。”李战

修介绍，冷季型草和野生草的混播方式已在

不少园林绿化项目中得到推广应用。

城市更新，既涉及老旧建筑的改造，也包

括基础设施的升级。北京平安大街示范段绿

化改造项目便是典型案例之一。

“曾经空旷灰色的街道变成了花草相伴

的绿道，遮阳又养眼。”在北京，90 后胡昕喜欢

从平安大街骑着自行车，一路途经北海、南锣

鼓巷，感受老北京的风韵。

过去，道路宽度达三四十米的平安大街两

侧，多为二层及以下的低矮建筑，空间比例失

调且绿荫不足。为此，李战修和团队在大街中

央新增一条平均宽度约 3 米的绿化带，上层种

植国槐、海棠等乡土品种，下层栽种月季、绣球

等植物，底部再配植宿根花卉等；两侧则拓宽

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搭配绿竹、坐凳、无障碍

设施等，营造“骑行在林荫路、健步在花园街、

休闲在微公园”的舒适氛围。

从业多年的李战修发现，近年来城市园

林绿化行业越发受到重视，项目的数量和投

资体量也在变大，“城市更新还有不少挖潜空

间。我们要创造更多贴近自然、耳目一新的

作品，让百姓生活更舒适更惬意。”

图①：位于河南洛阳市长安路街道中州

路附近的口袋公园。

黄政伟摄（人民视觉）

图②：位于江西赣州市章贡区的章江湿

地公园。

胡江涛摄（人民视觉）

全国累计建设口袋公园 2 万余个，各类湿地公园达 1600 余处

让家园更美群众更满意
本报记者 丁怡婷 乔 栋 刘新吾

从载人航天捷报频传、白

鹤滩水电站机组投产到高纯靶

材、极小径微钻等关键核心技

术实现突破，近年来，一系列重

大科技创新成果的背后，离不

开一家家国有企业所作的突出

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

业特别是中央所属国有企业，一

定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和

掌握更多的国之重器。近期中

央深改委会议提出“推进国有企

业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为国

企创新树立了明确目标。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有企业

特别是中央企业的角色举足轻

重。据统计，“十三五”期间，中

央企业累计投入研发经费 3.4
万亿元，占全国总投入的 1/4，

研发人员规模近百万人。在高

铁、核电、高端装备、能源化工、

移动通信等产业领域，国有企

业拥有了丰富资源、坚实基础、

不俗实力。

扛起创新大旗，国有企业

有基础有条件，也有责任有使

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国际舞台

上 围 绕 科 技 制 高 点 的 竞 争 空

前 激 烈 。 作 为 党 执 政 兴 国 的

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

业 要 主 动 作 为 、勇 担 重 任 ，特

别在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

产 业 发 展 安 全 的“ 卡 脖 子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上 ，冲 锋 在 前 、尽

锐 出 战 ，实 现 更 多“ 从 0 到 1”

的 突 破 ，这 也 正 是 打 造“ 策 源

地”的意义所在。

打造“策源地”，需要方向更明确、重点更突出。一

方面，国有企业应紧盯产业变革趋势和重大战略任务，

围绕国家战略性需求明确创新发力方向，推动资金、人

才、设备、政策向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倾斜。比如新一

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等科技前沿领域，油气、

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等有关初级产品保障的领域，集成

电路、基础材料等有待提升的短板领域等等。另一方

面，要聚焦资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研发难度高、“别

人干不了”的关键环节，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布局锻造

一批基础应用技术、前沿技术、长板技术。

打造“策源地”，需要不同企业加强合作、深化协

同。可以“强强联合”。像中国一汽，就与东风汽车、中

国兵装等同行业央企联手打造了新型汽车产业创新联

合体。搭建合作平台、成立产业联盟，目的在于共享资

源、联合攻关，有利于缩短研发周期、提升成功概率，值

得推广借鉴。也可“以大带小”。不少大型国企处于产

业链重要环节，辐射范围广、带动能力强，提出需求、组

织创新，按下原始创新的“起始键”，能为产业链上下游

的中小企业提出更明确的创新目标、创新路径。大家

合理分工、各展所长，就能实现互动共赢，共同掌握技

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主动权。

打造“策源地”，也离不开国企改革的持续深化。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一个个科研项目要由成百上

千科研人才共同完成。近年来，不少国有企业通过完

善人才引进培养机制、灵活运用股权分红等中长期激

励工具、实施“揭榜挂帅”制度，壮大了人才队伍，提升

了创新活力。下一步，要继续抓好人才和机制两个关

键点，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良好生态，持续激发人才

潜能。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期待更多国有企业扛

起创新大旗，不断提升原创技术需求牵引、源头供给、

资源配置、转化应用能力，既为企业自身发展增添动

能，也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

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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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执政兴国
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
量，国有企业要主动
作为、勇担重任，特别
在一些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产业发展安全
的“卡脖子”关键核心
技术上，冲锋在前、尽
锐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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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象台R■产经观察·使城市更健康、更安全、更宜居④R

■资讯速递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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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领域科技创新“路线图”发布

本报电 日前，交通运输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交

通领域科技创新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交通运输

科技创新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纲要》从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装备、运输服务、智慧

交通、平安交通、绿色交通等维度布局了重点研发任务，

其中包括：提升基础设施高质量建养技术水平；提升交

通装备关键技术自主化水平；推进运输服务与组织智能

高效发展，提升旅客便捷顺畅联程运输和货物经济高效

多式联运水平，增强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技术能力；

大力推动深度融合的智慧交通建设，加快新一代信息技

术及空天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融合创新应用，加快发展

交通运输新型基础设施；推进一体化协同化的平安交通

建设；构建全寿命周期绿色交通技术体系等。

（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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