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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渐浓，碧空暖阳，行走在山东青岛海滨

的马路上，迎着湿润的海风，不知不觉踏上一条

崭新的木栈道，闯入一片绿色天地：栈道两侧，

水杉高大挺拔，喷雪花、绣球花赏心悦目，晨练

的市民往来如织。

这片引人亲近的园子是青岛的中山公园。

去年青岛启动城市更新行动，中山公园实施拆

墙透绿工程。此前，中山公园只开放 3 个门；到

今年 2 月，仅西南一带就拆除了 760 余米的外墙

和护栏，铺设了栈道和绿化带，增加了多个出入

口，方便市民自由入园游览。

不只是青岛，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许多

公园去除了围栏，与城市街区无界融合，让人们

见绿便可拥绿，与自然风光撞个满怀。

拆墙透绿

自然风光触手可及

历史超百年的中山公园是青岛最大的综合

性公园，周边以住宅区为主。由于老城区道路

绿化带宽度不够，难以满足市民对绿地的需求，

加上此前公园开放程度不足，绕道入园成为很

多附近居民的困扰。

“以前公园有围墙，走在路上与公园有明显

的距离感。”青岛市民李建国说，“现在好了，围

墙拆了，进公园不用绕路，风景多了，走在路上

就像已经进了公园。”

在北京朝阳区的通惠河边，有一座庆丰公

园依水而建，拆除围栏后 24 小时开放，吸引了大

量的周边居民来这享受户外活动，跳舞的、拉琴

的、散步的、打球的，各得其乐。去年朝阳区试

点打造无界公园，如今像这样实现开放管理的

公园有 43 座。

为何要建设无界公园？

“有的公园比较大，如果存在围栏、入口数

量少或者设置不合理，附近居民需要绕一圈才

能进园，十分不便。”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

理处处长彭强介绍，“这也不利于绿地相连，如

果刺猬等小动物迁徙，会被围栏阻隔。拆除围

栏可以更好地让公园绿地和山林气息延伸到街

区，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开放共享的空间，让美景

融入城市。”

“有栏杆一隔，除非专门进去，里边的风景

感觉和我们没关系。敞开了，哪怕挺远一片绿

地，也能欣赏着了。”北京市民宋女士认为，除了

全天候开放、易于穿行等便利，拆围栏还有助于

去掉人们心理上那层边界。

有界变无界，拉近了公园与市民之间的距

离。拆除围墙，不仅让公园变身 24 小时开放的

绿色会客厅，而且将园内的自然气息、人文氛

围、艺术风情深深嵌入居民生活圈里。从这个

意义上说，无界公园拆除的是物理隔断，联通的

是现代生活与自然风光。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无界公园的建设也

是践行公园城市发展理念的缩影。从城市公园

到公园城市，不是文字顺序的简单调整，而是发

展理念的深刻转变。“如果说城市公园是一个个

都市绿洲，那么公园城市就是把城市变

成 大 公 园 ，让 马 路 、建 筑 从 公 园 里

‘长’出来。”彭强说，公园城市不是

在城市里多建几个公园，而是整

个生态、生活、生产的系统要充

满生命力，要有更多的百姓可以

参与、共享，陪伴城市一起成长。

提升服务

城市生活更有韵味

一堵堵围墙的消失、一条条进出通道的增

设，通透了城市的生活、生态空间，也为市民打

开了更多美好生活的可能。

“北京首批试点拆墙透绿的元大都城垣遗

址公园和庆丰公园均为带状滨水公园，长度长，

游客量大，公园门区相隔较远。我们根据实际

情况，多次征求周边居民意见，进行了无界公园

的设计。”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的改造不仅拆除了围

栏及大门，还在公园门区设计了艺术景观、植物

组团、花箱等多种入口形式，并开辟出叶脉廊

架、悦享小筑、绕树廊架等可供百姓休息、阅读、

交流的休闲空间。

站在四川成都市青羊区蜀都大道上向西南

方向看过去，人民公园原来用绿色铁丝扎成的

栅栏消失不见，园内的亭台流水与园外的繁华

街景交织融合，仿佛置身于同一幅精致的工笔

画中。“无界公园的建设不是简单的一拆了之。

人民公园去掉栅栏后，我们在临街处增加了绿

化区域，削坡透景、铺装园路、优化植物景观，将

公园景色和街道景观进行有机融合。”成都市人

民公园党支部专职副书记邱小兵说。

公园的美不只在于生态，也在于人文。敞

开大门的公园迎来了更多游客，这也对公园提

供的活动、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人民公园将

浓厚的茶馆文化和菊花文化融入公园活动中，

让市民们熟悉的本土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焕

发光彩。“3 月，我们举办了‘春茶节’，开展一系

列互动性较强的活动，比如沉浸式表演和长壶

茶艺等。”邱小兵表示，川茶的味道镌刻在成都

人的记忆中，茶香伴着花香，能让公园更有魅力

和韵味。

优化管理

良好秩序多方共建

实施“拆墙透绿”，一方面要考虑公园是否

具备建设无界公园的条件，另一方面在拆除围

墙后，公园要适时地转变管理模式，采用更加符

合开放式形态的管理手段。

彭强介绍，今年北京还将建设改造不少于

20 处无界公园，争取覆盖 16 个区，具体选择哪

些公园，主要是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我们会

进行甄别，确实有管理安全防护需求的，围栏

会予以保留；有碍观瞻且没有实际功能又给大

家带来不便的，会优先拆除。比如有的公园在

铁 路 旁 ，这 样 的 公 园 就 不 适 合 拆 除 围 栏 。 另

外，历史名园以及需要保护文物的公园还需要

保留围栏设置。”彭强说。

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园开

放后，市民一天 24 小时都能入园游览，公园将加

强与所在地城管、公安等部门的协调联动，组织

联合执法，维护良好的游园秩序与环境，同时借助

志愿者的力量，请

“文明 引 导

员”等与公园管理者共同引导市民文明游园，维

护公园安全舒适、干净整洁、优美宜人的环境。

据介绍，拆除围墙后，成都不少公园开启了

“24 小时营业模式”。为保障夜间安全，人民公园

还增设了摄像头，增加了夜间巡逻人员，同时对

园区内的夜间功能性照明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有些保护措施其实暗藏在设计施工中。青

岛在对中山公园等进行改造升级的时候，就对

公园内功能布局及游人需求展开分析，力图最

大限度满足游人使用需求及习惯，减少踩踏绿

地行为。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园林和林业建设

处二级调研员吴海利说：“拆除围栏是对公园设

计和管理的考验，栈道要便利，无障碍通道得建

好，照明、监控等辅助设施也不能少。建成后，

我们也通过加强公园日常管理、强化市民游园

劝导、在外围设计绿篱等软隔离形式，对游客展

开引导、分流，提高游客文明游园意识。”

眼下，青岛中山公园内智慧园区项目正加

紧建设，接入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预计 9 月启用。届时，中山公园将成为

安全防控主动化、游客服务便捷化的智慧公园。

公园更透气，风景零距离
本报记者 贺 勇 王 沛 宋豪新

公园的开放性增强，给予市民更多信

任，也对市民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据了

解，个别无界公园出现了乱扔垃圾、骑单

车轧草坪、带着宠物入园等不文明现象。

公园无界不等于无规则，开放不代

表随心所欲。市民入园应自觉做到：维

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弃

物；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不插

队；保护生态环境，不摘折花木和果实，

不追捉、乱喂动物；爱惜公共设施，不踩

踏座椅，不涂抹、刻划公园设施；不携带

被禁止入园的宠物；等等。

公园是展示城市气质形象的重要窗

口，也是体现市民文明素质的重要平台。文

明游园，让我们从自身做起，提升文明素养，

共同维护美好环境。

公园开放不代表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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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设 无 界 公 园 ，主 要 是 将 处 于 城 市 环 境

中、与百姓日常生活工作关联紧密、具备相应条

件的公共休憩公园进行开放，比如人民公园、街

心公园等。这类公园开放，一方面可以使市民

更加便捷地穿越、到达、使用公园，更好地发挥

公园对市民的服务作用；另一方面可以美化周

边环境、提升城市景观，更好地发挥其生态作

用，对于整个城市生活来讲，增益是显著的。

公园建设之初，为什么会有“界”？

1933 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了关于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文件《城

市规划大纲》。《城市规划大纲》提出了城市功能

分区的思想，将城市活动分为居住、工作、游憩

与交通四大类，并依此对城市土地使用进行划

分，每一类功能区域各自独立。我国的城市建

设用地分类中也有明确的公园绿地类别。中国

古代传统造园一般也是先筑墙围地再造景。在

这些思想影响下，我国建成的现代城市公园，也

大多用围墙、栏杆等圈围，设定明确的出入口，

由公园所属部门进行封闭式管理。而封闭式管

理的公园，市民一般需要有意识地安排、组织活

动才会进入和使用，比如赏花会、亲友聚会等。

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

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在当下越来越讲

求空间开放、功能融合的城市环境中，被围墙环

绕的公园绿地是区隔于其他生活空间的存在，

也容易成为封闭的“孤岛”。把公园边界打开，

实际上是引导一种公共空间使用和城市居民活

动的新方式：公园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毛细血管，

连缀起城市居住、工作、商业、交通等各类活动，

绿色成为城市生活的温暖底色；开放的绿色空

间，打开了城市纵意驰骋的开朗之境，人或小动

物都可以有意无意地到达、穿越、停留、体味美

丽风光。人民城市为人民，从公园免费开放到

公园无界融合，其实都是在去除市民享受城市

绿 地 的 障 碍 ，将 更 多 美 好 的 资 源 和 空 间 给 予

人民。

建设无界公园，不只是打开物理边界，更是

打开心理边界。伴随围墙的打开，公园的管理

运营也应当打开思路，由一方看管转为多方维

护，从而引发管理模式的转变创新。比如把公

园和其周边的街道、广场等整体当作城市公共

空间系统来统筹考虑，进行社区属地化管理，鼓

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可以组织居民在公园开

展丰富活动，在居民与公园的不断互动中，建立

起附近居民对公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大家

觉得公园是“我们”的公园时，会建立起这样的

观念：“我”有义务去维护爱护这座公园，“我”使

用它的时候不能造成破坏。如果逐渐形成这种

市民与公园的良性关系，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

种共治共享、共建共赢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整

体治理水平和市民素质也得到了提升，城市生

活也会更加美好。

（作者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本报记

者姚雪青采访整理）

建设“我们”的公园
鲍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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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成都市人民公园拆除围栏后的外围

景观改造示意图。 成都市人民公园供图

图⑤：拆除围栏后的上海和平公园。

杨建正摄（影像中国）

图⑥：与周边城市建筑无障碍贯通的北京

冬奥公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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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 京 庆 丰 公 园

依水而建，开敞通透。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②：青岛中山公园拆

除围墙后，新修了木栈道，

方便市民游览散步。

王 帅摄（人民视觉）

图③：成 都望江楼公园

原有的围墙已经被绿植花卉

等景观所取代。

宋豪新 胡大田 摄 影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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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公园有了新变化：围

栏少了，入口多了。公园更加开放，与高

楼大厦、车水马龙相连相融，让市民获得了

更加开阔的观景视野、休闲空间，也让城市

风貌变得更加通透美丽。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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