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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顺势而为
城市边角地挤出“后花园”

城市空间寸土寸金，绿化文章
该怎么做？近些年，许多城市顺势
而为设计、因地制宜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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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交错的“钢琴键”地画，
30 余种鲜花和乔灌木相互簇拥，不
时传出悦耳琴声……5月22日，在山
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大尧三路一隅的
音乐口袋公园，音乐与花海撞了个
满怀。

“以前没想到口袋公园能这么时
尚，现在这里已经成了小区‘后花
园’。”家住附近的张女士说，只要
看看五彩缤纷的彩绘和鲜花，心情
都会愉悦起来。

据介绍，“音乐＋口袋公园”的
混搭结合，是市南区城市微更新的
一次新鲜尝试。

“在海韵国乐艺术中心门口处，
原先有个破败的小花坛，由于是用
砖垒砌的，高过地面两米多，对艺
术中心有一定遮挡。”对于市南区城
市管理局绿化管理科负责人孙伟来
说，音乐口袋公园改造虽不在计划
内，却充满了“意外之喜”。“经过
调研，大家萌生了将艺术中心室外
环境与室内书坊达成统一风格的想
法，呈现更靓丽的空间环境。”

与市南区文旅局、艺术中心等多
方沟通后，在避免“大动筋骨”的前
提下，城市管理局确定了绿化美化

“微更新、小改善”方案，把旧花坛
改造为与地面平齐的小公园，并将音
乐元素与口袋公园融合，有效延展了
活动空间和观瞻视野。

万寿菊、木本绣球、海棠……
今年4月底，经过十几天的“美容手
术”，这座音乐口袋公园正式亮相。
30 余种鲜花高低错落，一条纯白色

的景观石小道蜿蜒而过，充满自然
野趣。孙伟告诉记者，如今，许多
热爱音乐的市民经过此处，常常会
被艺术中心外墙上跳动的 《欢乐
颂》 音符吸引驻足，一些市民还会
趁机走进艺术中心的“音乐+书坊”
文化空间，感受“书香市南”的

“书式生活”。
“相较于数量，口袋公园的内容

和质量更值得关注。”同济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副教授刘
悦来认为，便捷、灵活、微小的口
袋公园就像城市绿色网络中的“穴
位”，精准施力后，可以活化原来一
些已被堵塞的“动脉”，进而激活

“城市有机体”。
在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大街与银

杏路东南角，名为银杏公园的口袋
公园满目翠绿，处处生机。“这里原
本是一个废弃工厂，去年仅用两个
月时间，我们就建成了绿地公园。”
保定高新区公共事业处处长张清飞
说，公园内绿植共计 41 种，合理的
植物配置，使公园“四季见绿、两
季有花”。

“口袋公园体量小，没必要搞大
规模改造，关键是要精心设计、精
细施工。”张清飞介绍，最近几年，
保定市按照“微改造、精提升、重
实用”的建设方针，在市区打造了
众多特色鲜明的口袋公园。利用拆

违、马路市场整治等行动中腾退的
部分场地，新建功能完善的口袋公
园；结合市区主次干道绿化提升改
造，将道路两侧适合打造口袋公园
的场地进行规划建设；对原有设施
陈旧、植物老化、功能不完善的小
游园进行集中改造。阳光园、兰庭
园、双彩园……一批口袋公园陆续
建成，逐步形成了“10 分钟美好生
活圈”，备受市民青睐。

据统计，仅2021年，保定主城区
就新建、改建口袋公园102个，绿化
面积42.95公顷，有效提高了公园绿
地服务半径，让市民“推窗见绿、出
门进园”的美好愿望成为现实。

改造与时俱进
室外“健身房”充满“科技范”

口袋公园作为最“接地气”的
城市公园之一，不仅要让市民“赏
绿”，更要让市民“享绿”。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许多城市的口袋公园
都蕴藏着不少科技元素。

“欢迎使用智能健身器材锻炼，
请您正常使用……”早上8点半，70
岁的郝新花老人，像往常一样，来
到楼下的口袋公园，熟练地操作起
一台太极揉推器。

“我天天来这锻炼，一天最少得
两次。”家住天津市河东区金堂南里
的郝新花老人告诉记者，除了距离
近，吸引她每天必来公园“打卡”
的，还有去年新增的健身器材。

金堂南里是一个老旧小区，原
有的社区小花园年久失修，运动设
施也寥寥无几。为满足居民运动休
闲的需求，去年，河东区在小区改
建出一座口袋公园，添设了乒乓球
台、单杠、双杠等运动设施。其中
最具吸引力的，当属 11 套智能健身
器材。

“通常，身体素质测试都是需要
费用的，而在这儿是免费的。”河东
区体育局业务科体育设施负责人王
瑞刚介绍，这个室外“健身房”中
的设备包括腿部按摩器、太极揉推
器、上肢牵引器等，每一个训练器
上都装有屏幕，居民可通过手机与
健身器材连接。在输入个人身高、
体重、年龄等信息后，智能健身器
材即可提供专业的运动处方。

“相比于传统健身器械，这些智
能设备的科技感强，互动性更好，容
易上手。”居民李文明说，自打口袋
公园落成后，以前很少碰面的街坊邻
居，也都能经常在一起聊天了。

除 了 设 置 功 能 完 备 的 健 身 器
材，一些口袋公园在改造过程中还
积极引入“科技范”十足的“海绵

城市”理念。
今年“五一”假期，广东省广州

市增城区居民有了一个亲近大自然的
好去处——此前不久，增城区街心公
园正式对公众开放。增城区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个街心公园从一开
始就以“海绵城市”为理念，湿地水
景达 1642 平方米。通过合理配置水
生、半水生植物，公园具备了吸水、
渗水、净水等功能。

不仅如此，街心公园还能通过下
凹式绿地、透水铺装等方式调蓄雨
水。在公园绿地上，分布着多个溢水
地漏，当绿地的蓄水量饱和后，雨水
会通过地漏排进市政雨水管网。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
委员许泽玮表示，口袋公园绿地面
积虽小，但也是建设绿色家园的重
要一环。“下一步，像生物滞留带等
技术也可应用于口袋公园建设，实
现雨水收集利用与景观绿化的结
合，既提升口袋公园的绿化和景观
效果，又兼顾生态效应。”

在不断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同
时，有的地方还将城市的历史文化
元素不断融进口袋公园建设，赋予
其更多的文化内涵。

福建省口袋公园建设就格外注
重凸显区域特色。福州市以街区深
厚历史基础为抓手，打造三坊七巷
北口街头公园等一批文化公园，让
市民切身感受榕城韵味；泉州市口
袋公园建设注重融入闽南建筑文
化，在街头巷尾利用搜集的旧石构
件等砌筑花池，努力打造符合古城
气质的绿色走廊；厦门市则以古树
为依托，就地取材建设口袋公园，
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专 家 表 示 ， 作 为 附 近 居 民 的
“公共客厅”，口袋公园的服务功能
既包括社区生态复育等自然部分，
又包括历史文化再现等人文部分。
各种服务功能对应不同的用地需
求，而不同用地需求之间可能会引
发一定的“挤出效应”。

“若想真正实现兼顾，需要通过
更好的规划设计，实现口袋公园空

间上的平衡。”刘悦来建议，口袋公
园的设计者在设计初始，要尽快了
解周边居民的具体需求，并进行梳
理、排序、取舍，切不可想着单靠
一座口袋公园，补齐所有需求空白。

多方共建共管
“门口好去处”有了“新园长”

建成投用不是终点，而是管理
维护的起点。记者看到，许多城市
的口袋公园突出建管并重，紧抓护
养环节，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
同的管理局面。

“花坛里蚜虫泛滥了。”“能不能
给大树挂上树牌？供更多市民了
解。”5月24日，刚吃过晚饭，52岁
的吕军就来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的复兴体育公园，一边转悠，一边
记下这里居民关于花木的问题。4月
28日，江汉区园林局绿化队向18名

“口袋公园市民园长”颁发聘书，吕
军便是其中之一。

据了解，吕军居住的小区远洋
汉口公馆，就在复兴体育公园对
面。由于小区仅有2栋楼，楼下基本
没有公共活动空间。“这个口袋公园
建成后，就成了大家最喜爱的休闲
运动场地。”吕军告诉记者，自己亲
眼见证了这座公园“从无到有”的
全过程。“去年以前，这个公园所在
地就是一片堆满垃圾的荒地。”

2021 年，为尽快实现“300 米
见绿、500 米见园”的绿色福祉目
标，江汉区开工建设了 15 座口袋公
园，复兴体育公园是其中面积最大
的一座。

在公园修建过程中，身为小区
业委会主任的吕军，特别留心建
设进度，常常代表小区业主与建
设方园林局绿化队进行沟通。公
园 建 成 后 ， 他 还 会 把 发 现 的 问
题，及时向养护单位反映，每件
都能得到回应。

“目前，江汉区共有大大小小的
口袋公园 29 座，每座公园都配备专
人定时定点养护，但毕竟人手有
限，难免出现管理缺位。”江汉区园
林局绿化队工作人员杨雨轩对记者
说，此次聘请“市民园长”，就是希
望他们能够帮忙协调解决口袋公园
存在的共性问题，从而更好提升公
园管理养护水平。

巡园途中，“市民园长”具体需
要完成哪些任务？杨雨轩介绍说，
“‘市民园长’主要负责收集居民
的意见和建议，协助维护园区环
境，劝阻一些不文明行为。当然，
他们还可以对我们日常工作进行批
评、监督。”

“当了‘园长’，就得履好职、
尽好责。我每天下午都会到公园里
转上两圈，新认识了不少植物。”既
能维护家园环境，还能学习园艺知
识，这样的双向收获，令吕军干劲
儿满满。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积极
探索“园长制”等方式的同时，部
分城市还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口
袋公园建设管护，真正体现全民共
治共享。

自从 2018 年将口袋公园建设列
入十大民生实事以来，山东省潍坊
市潍城区在财政年均投入300余万元
基础上，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在不
改变绿地性质和权属前提下，园林
部门与新建小区开发商共同协商，
打开公共绿地和小区绿地界限，在
小区出入口周边建设改造口袋公
园，推动口袋公园共建共享。

“小区绿化空间狭小，我们将其
和城市公共绿地统筹规划，一体改
造，既提升了小区品质，又赢得居
民满意，一举双赢。”潍城区园林环
卫服务中心副主任季津波说，吸引
社会力量加入，有效解决了口袋公
园建设的资金问题，让更多的道路
街角融入城市大景观中。

“社会力量的加入，是一个必然
发展趋势，这将改变口袋公园的传
统建设格局。”刘悦来说，未来希望
能有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口袋公园建
设，真正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

深呼吸、左开脚、扎稳马步……5月
23日清晨，家在贵州省贵阳市的贾应菊老人
来到碧海爱尔园，气定神闲地练起了太极拳。

建在居民“家门口”的碧海爱尔园，
是一座典型的口袋公园。“这里地方不大，
但环境很美，我每天都会来这转转。”贾应
菊老人说，口袋公园的出现满足了老年人
就近健身的需求，大家对此都很满意。

推门见绿、抬头赏景、移步闻香……

近年来，不少城市的口袋公园相继落地见
效，在不断刷新城市“颜值”的同时，也
成为广大居民亲近自然、拥抱绿色的休
闲好去处。《2021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
公报》显示，全国累计建设口袋公园2万
余个，建设绿道8万余公里。

城市土地资源是怎样实现精细化创新
利用的？记者带您走进几座城市，看“小而
美”的口袋公园如何“扮靓”城市微空间。

荒地变花园 转角遇见绿—

口袋公园“扮靓”城市微空间
本报记者 刘乐艺

55月月2525日日，，居民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新丰未来社区的居民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新丰未来社区的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内健身内健身。。 谢尚国谢尚国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5月15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一处口袋公园内，两位小朋友在玩跷跷板。
张进刚摄（人民视觉）

5月22日，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的一处口袋公园玩耍。
王立群摄（新华社发）

5月23日，在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蔗园社区口袋公园内，市民在跳交谊舞。
蒙钟德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