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公园，人们会立即想到花

草树木、游乐设施。但如今的公园

不只是一个赏绿、锻炼的空间，还可

以具备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功能。

公园功能的更新与升级，是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具象呈现。

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

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过去我国公园较为稀

少，可谓城市的奢侈品。2000 年，

我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仅 3.69
平方米，城市公园数量为 4455 个。

经过社会发展，尤其是进入新时代

后，随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市园

林绿化建设和人居环境优化，城市

公园数量大幅增加。2021 年，我国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4.78

平 方 米 ，公 园 数 量 已 经 增 长 到

22062个。

随着公园绿地增加，在优美自

然环境中感受绿意，已不再是城市

生活的奢侈品。与此同时，城市居

民 也 对 公 园 有 了 更 高 、更 多 的 需

求，我们不仅期望在公园中散步赏

景，更希望能在美好的生态环境中

享受科普教育、文化交流、娱乐康

养等多种活动。这促使着城市通

过不断盘活公园资源、更新公园功

能，让城市公共服务在公园里找到

了更广阔的开展空间，也让人民群

众的美好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现

在，公园就是城市的共享客厅，市

民就是公园的主人。

公园功能的拓展，需要规划先

行。一方面要精准定位公园的基

本功能，在公园中合理规划布局具

有复合功能的场地和空间。充分

考虑公园周边城市居民的功能需

求，将周边人群日常生活和工作引

入公园，上班族可以在公园开会、团

建、锻炼，学生可以在公园开展自然

教育、历史教育。另一方面要强化

公众参与的理念，做到问需于民，让

市民参与到公园建设前、建设中、建

设后的全过程中，实现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随着公园功能的丰富，市民的

使用率、活跃度势必提高，将给公园

的卫生管理、游人服务带来更大压

力。应该不断优化公园管理水平

和运营效率，公园管理部门、专业机

构、公益组织等多方主体相互协同，

为游人提供多样、专业的活动，实现

公园从共享、到共护，再到共治的

目标。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教

授、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

事长，本报记者常钦采访

整理）

公园功能+ 生活美好+
李 雄

“为什么大部分树叶是绿的？”

“为什么有些树的树叶到了秋天会

落，春天再生长？”孩子们的发问声

此起彼伏，这不是学校课堂，而是

一场上海长宁区中山公园举办的

“寻找树叶精灵”科普活动。

这一边，公园养护团队送来一

堆形状各异的树叶，让孩子们摸一

摸、看一看、画一画，认识不同的叶

形，并独立完成植物探究手册；另

一边，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在进

行植物拓染，用小锤子将植物的天

然颜色砸上了帆布袋，感受传统草

木染工艺的奇妙。上海长宁公园

绿化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晶介绍，这是上海“公园+科普”

系列活动之一，让孩子们在大自然

中接受生态教育。

今年 5 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联合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共同推出“公园 +科普——来吧！

葩科！”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系列活

动品牌。上海市科普基金会秘书

长任奔介绍，上海共有近 200 家市

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都

承担科普的责任，“过去，实验室一

般在开放日请公众参观。而公园

提供了一个更开放的科普载体，让

市民在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

“原有的公园其实也承担着一

些科普功能，但主要限于生物多样

性等内容。公园和科协携手后，可

以让公园科普手段更丰富、内容更

专业、受众更广泛。”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科技信息处处长杨文

悦说，“我们希望通过丰富、有趣和

专业的科普活动，把周围午休的白

领等全年龄段人群吸引过来。”

在“公 园 +科 普 ”首 场 活 动 复

兴公园科普市集上，来自东华大学

和上海材料研究所的专家们介绍

了国产大飞机 C919 使用的石墨烯

等新材料，而这个科普主题的确定

来源于公园里游客的一段对话：为

什么你的羽毛球拍比我的轻？为

了让市民直观地感受新材料之轻，

专家带来一辆特制的自行车，让现

场一个两岁的孩子单手举了起来。

“‘公园+科普’不是简单地将

科普讲座搬到公园里。”杨文悦介

绍，“公园 +科普”突出科学性、趣

味性、大众性和参与性，从市民生

活入手寻找科普主题。

生活化的主题，也需要专业化

的讲解。今年，上海计划推出 200
多场科普活动，涵盖信息技术、双

碳、健康等领域。为此上海成立了

专家指导委员会，首批成员包括两

院院士、作家、科普达人等。

上海推出“公园+科普”系列活动

在公园绿地 游知识“绿洲”
本报记者 田 泓

雨后清晨，许多老人来到重庆

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益寿园，或结

伴散步，或喝茶聊天，还有些正切磋

乒乓球技。“以前，这里杂草丛生，下

雨天我就不敢来了，现在用了透水

防滑砖，我们来公园里感受雨后的

清新，更有安全保障了。”家住附近

飞湖路社区的李阿姨说，“益寿园是

公园，更是个大型的养老服务站。”

公园怎么搬来了养老站？

双龙湖街道位于重庆的老城

区，老龄化比例达 24%，居家养老是

许多老人的选择。可是，在家门口

养老并非易事，面临着诸多问题需

要解决：吃饭、照护、娱乐……原有

的养老站已经无法满足老年人的

需求，因此渝北区瞄准了居民家门

口的公园，打造花园式养老。

“老城区的老年人多，闲置空

间少。”双龙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杨

坤敏说，街道工作人员调研附近老

年人需求后，发现他们更喜欢户外

养老，尤其喜欢到公园聊天、运动。

“户外公园是提供养老服务的好

场地。”杨坤敏说：“在小区密集的地

方，通常建设有配套的街心公园，老

年人走路几分钟就能到达。而且公

园面积大、视野开阔。对公园进行

适老化改造，既可以利用原有的植

被绿化营造美丽的环境，降低建设

成本，也符合老年人的生活习惯。”

适老化改造都要干些啥？

为了打造没有屋顶的养老站，

双龙湖街道联系渝北区城市管理局

共同设计方案：围绕树墩建起石凳

增加休息场地、在公园边建成适老

化厕所、为公园内的阶梯增加扶手、

增设无障碍坡道……新增的乒乓球

台、活动室也吸引了许多老年人。

硬件设施建起来，“软服务”也

有提升。公园大门边，老人剪发、

专业缝补等服务台很受欢迎；双龙

湖街道与渝北区卫健委通过党建

共建的方式，定期在公园为老年人

开展体检和义诊活动；周一到周五

上午，故事汇、文体活动等轮番举

办；“老可爱”直播间更是给了老年

人展示自我的空间，做木工的、唱歌

跳舞的，每个人直播都喜笑颜开。

近年来，渝北区对全区老龄化

程度较高的小区和老年人集聚度

较高的公园及广场共 22 处公共区

域进行适老化改造，增加设施千余

套。经过改造，许多街边公园成为

老年人的“文化园”“欢乐谷”。养老

从室内到室外，老人们的活动空间

从小变大、服务群体由少增多、活动

内容从简单变丰富、养老服务从被

动变主动、受助式养老向互助式养

老转变。

重庆渝北区推动公园适老化改造

公园能“享老” 活动还不少
本报记者 常碧罗

■视线·城市更新R

绿道，可以简单理解为绿色的道路，是城市里以游憩、健身

为主，兼具绿色出行和生物迁徙等功能的绿色线性空间。

近几年，许多城市都在大力推进城市绿道建设，我们

身边的绿道越来越多、越来越长，就像一条条不断延伸的

绿色“毛细血管”，它们不仅串起了沿线的风景，更丰富

着百姓的生活，着力为群众休闲游憩、运动健身、低碳

出行提供便利。

北京在绿道建设之初，就注重通过规划将绿道与

周边结合成片。前不久，北京市一段 39 公里绿道的

项目建议书获得北京市发改委批复，这段即将建设

的绿道，可以串起沿线约 320 个居住区、4 处产业

园、7 处公园绿地，为周边居民提供良好的通勤、

锻炼环境，推进城市“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

空间”有效融合。

据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北京已建成绿道

1365 公里，随着新建改造里程不断延长，绿

道逐渐连线成网，再联网成片，更多市民可

以一边散步、骑行，一边享受街巷里的新鲜

绿意。“我们骑车探索中轴线，看古都风韵、

景致变换；我们常去通州大运河，沿着河道

骑行，仿佛置身画中……”热爱骑行的市民

安勍说，近几年，北京风光各异的绿道越

来越多。

河北将城市绿道绿廊建设与城市更

新行动相结合，与城市道路新建、改造同

步实施，提高中心城区、老旧城区的绿道

绿廊服务半径覆盖率。通过建设环城绿

道、滨水绿道、山体绿道等，建立健全连

通区域、城市、社区的绿道绿廊体系，使

城市成为有机的绿色整体。同时，完善

服 务 功 能 ，规 范 设 置 厕 所 、座 椅 、垃 圾

箱、驿站等设施及标识系统，提升绿道

绿廊服务能力。

“城市绿化越来也好，咱们老百姓

是打心眼里高兴。”家住河北石家庄市

长 安 区 的 市 民 刘 淼 说 ，他 工 作 在 高 新

区，每天上班来回得一个多小时车程。

过去，马路上绿荫少，开车时不仅日照

强，景色也单调，开久了车还容易眼睛疲

劳。这几年，随着城市绿道工程的持续

推进，街道两侧的大树多了，花坛里还常

有鲜花盛开。“上下班路上，不仅有树荫

遮阳，还能看风景，让人心情舒畅多了。”

刘淼说。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已建成

城市绿道 9 万余公里。2023 年，各地计划

应建设绿道 4000 公里。我国绿道建设最大

的特色是串联城市自然山水人文，服务百姓

休闲游憩健身，促进城乡绿色协调发展，让人

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一条绿道提

升改造，为市民提供了安全便捷的“上班路”

“回家路”“健身路”，成为居民迈向幸福美好生

活的快速通道。

（陈 梁参与采写）

截至 2022年底，全国建成城市绿道 9万余公里

绿道绵延
通向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王昊男 邵玉姿

近年来，许多城市不仅增加公园数量、面积，为市民提供更多与大自然亲

密接触的绿野佳境，也完善公园的服务功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养老服务、娱乐科

普、亲子活动的新期待、新需求。古典戏曲唱到湖边楼阁，让公园多了“文艺范儿”；自

然课堂搬到大草坪上，让公园增添文化味道；适老设施来到了街边花园，让公园更显人文

关怀……主题特色化、功能多元化的城市公园，正为市民生活打开更多美好空间。

城
市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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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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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市民在四川省成都市兴隆湖湿地公园参

加文体活动。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图②：上海市“非遗主题公园”古猗园举办的民

族乐器演奏会。 古猗园供图

图③：一名小读者在江苏省扬州市三湾公园内

的城市书房阅读。

齐立广摄（新华社发）

图④：上海市长宁区中山公园的大草坪上，一名

女孩在认识不同的树叶。

李媛媛摄（人民视觉）

图⑤：重庆市双龙湖街道益寿园适老化改造后，

增加了适合老年人锻炼的乒乓球台。

邓亚琪摄（人民视觉）

图⑥：市民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绿廊绿道

散步休闲。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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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与专业团体

携手后，可以让公园科

普手段更丰富、内容更

专业、受众更广泛

公园功能的更新
与升级，是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具象呈现

现在，公园就是城
市的共享客厅，市民就
是公园的主人

对公园进行适老

化 改 造 ，既 可 以 利 用

原有的植被绿化营造

美 丽 的 环 境 ，降 低 建

设 成 本 ，也 符 合 老 年

人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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