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十一五”期间沪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13平方米
再增5000公顷绿地打造“ 绿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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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长一段时
间里，绿化是上海
发 展 的 一 大“ 软
肋”。可喜的是，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
上 海 的 人 均 占 有
公 共 绿 地 面 积 已
经从“ 一张报”扩
大 到 了 “ 一 张
床”，进而又达到
了“ 一间房”。

“ 十二五”期
间，上海还将继续
加大绿化建设，其
中，新建绿地将达
到5000公顷，滨江
森林公园二期、七
宝大绿地、顾村公
园二期等重大工程
也将基本建成，力
争为市民打造出一
个更舒适的环境。

本报记者 刘春霞

绿色上海之一

郁郁葱葱的植物，干净休闲的亲水平
台，错落有致的美景⋯⋯走进徐汇滨江绿
地，眼前的景色让记者有种到了国外的错
觉。而在这个夏天，来这里的亲水平台散
散步、在休闲广场上放放风筝、骑自行车
沿车道领略沿途风光已经成周边很多市
民的习惯，甚至静安、闸北等地的居民也
会“ 不远十几里”坐车前来纳凉休闲。

“ 只要天气不错，我基本上每天都要
到这边来坐一坐，玩一玩。”正在散步的
陈老伯告诉记者，“ 这里空气好，风景又
好，散散步、聊聊天，跳跳舞锻炼锻炼都
蛮好的。”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老年
人，这里也备受年轻人的青睐，在休闲广
场的空地上，不少年轻人在活动，有骑小
轮车的、有放风筝的，还有很多小朋友在
嬉戏。

这样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很难
想象是由一个脏乱差的码头“ 变身”而来
的。“ 以前这里就是一个脏乱差的码头，没
人愿意来的。”陈老伯说道。在地理位置
上，徐汇滨江地区正好位于黄浦江第二个
弯道上，蜿蜒江流似一条飞舞的玉带。但
以前，由于码头料场集聚，长期没能整体
开发，兆丰路沿江一段环境脏乱差，一到
下雨天，满地泥泞，被人称为“ 烂泥湾”。

为配合世博会的召开，“ 十一五”期
间，徐汇滨江地区规划成为一个公共开放
空间。如今，沿江岸延绵铺展长达3.6公里，
用地面积24公顷的一期工程俨然已是黄
浦江畔的一道亮丽风景。

整个一期工程面积约有4个徐家汇公
园大小，其中公共绿地面积14万平方米、
广场铺装8万平方米、伸向江面的亲水平

台1.4万平方米。漫步在这里，绿化、亲水平
台，道路系统和历史遗存是让人印象深刻
的四大特点。这里的交通系统由景观大
道、休闲自行车道、亲水步道和一条为今
后发展的预留道组成。用木条铺成的亲水
步道顺江边延伸，每隔一段就有一处伸出
江面的休闲场所。站在江边，俯瞰脚下江
水拍岸，江景一览无余。

而道路之间由梧桐树和银杏树组成
了绿化分隔带，大片的绿地中不仅有樱
花、桃花、玉兰、香樟、红枫等几百种树木
花草，同时还矗立着代表滨江百年传统工
业的“ 南浦站货运仓库”、“ 北票码头塔
吊”和“ 煤炭传输带”、“ 水泥厂预均库”
等历史遗存。沿着江边由南往北游览一
圈，在享受清凉与惬意的同时，也能感受
这里的历史感。

根据上海城市战略转型与生态文明
建设要求，上海绿化发展的目标是，到
2015年，上海城乡绿化生态的系统性、均
衡性、功能性明显增强。到2020年基本建
立与生态宜居城市相适应的城乡绿化生
态网络体系框架。

具体到指标，“ 十二五” 期间要构建
与生态宜居城市相匹配的绿地、林地、湿
地基本生态空间系统，新建绿地5000公
顷、林地15万亩、四旁林500万株，绿化覆
盖率达到38.5%，人均公共绿地13.5平方
米，森林覆盖率达到15%，自然湿地保有率

30%。
新建公共建筑屋顶绿化比例占适宜

屋顶绿化的公共建筑的95%以上；公共绿
地枯枝落叶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以上；
绿化有害生物危害率控制在5%以内；绿地
常见植物种类达到920种。

公共绿地建设
仍是重中之重

“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上海
要新建绿地5000公顷，这其中有2500公顷
是公共绿地，另外2500公顷为附属绿地

（ 主要是小区和单位的绿地）。2500公顷的
公共绿地，在用地非常紧张，动迁压力很大
的上海来看，是相当困难的。据介绍，随着
城乡一体化发展，郊区新城的快速开发，上
海“ 十二五”期间的公共绿地建设，中心城
除了完成上一轮大绿地建设的个别剩余项
目外，项目主要集中在新城建设过程中。

以前，上海绿地面积还比较少的时
候，市民关心的是绿地何时可以多一点。
如今，市中心不少市民出门500米就能找到
一个可休息游玩的绿地了，但市民对绿化
建设又有了新的需求和期待，比如，在一
些老的公园，设施相对陈旧，是否可以更
新一下？在一些新建的大型绿地，服务配
套设施是否可以更完善？

为此，“ 十二五” 期间，本市将按照
“ 中心城按规划补绿、新城大力建绿、新市

镇一镇一园”的原则推进绿地建设，构建
城市生态安全屏障。重点实施工程之一就
是加快外环生态绿带建设。

据介绍，2003年、2004年，环城绿带已
经合拢了，虽然各地的宽度还不太一样，
但现在整个环城绿带已经基本形成。

“ 十二五”期间，大的项目主要是滨
江森林公园二期、顾村公园二期、七宝文
化公园等，到“ 十二五”末要建成。此外，
本市还将推进浦东张家浜、东沟、桃浦等
楔形绿地建设。同时结合工业区搬迁、旧
区改造以及沿苏州河、黄浦江岸线公共开
放空间建设，继续加快推进普陀长风、徐
汇滨江、新江湾城、宝山吴淞等中心城区
公共绿地建设。

结合嘉定新城、南桥新城、青浦新城等
建设，还将加快公共绿地的先行启动或同步
建设。到2015年，结合新城建设公园绿地总
量600公顷，计划新建镇级公园10个左右。

30多座老公园
实施综合改造

除了公共绿地、公园的建设，“ 十二
五”期间，上海还将秉承保护公园历史风
貌、文化内涵以及生态特色的基本理念，
对一些老公园实施综合改造。

“ 有一些比较老的公园，因为年代久
远，基础设施、无障碍设施等都已经老化，
植物群落也需要优化，因此需要在保持原
有格局的前提下进行改造。”据了解，“ 十
一五”期间本市已经有68多座公园进行了
改造，比如闸北公园、杨浦公园等，而“ 十
二五”期间，本市还将计划对30座老公园
实施改造，“ 中山公园、鲁迅公园等都在计
划改造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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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码头“ 烂泥湾”到“ 浦江第二湾”

人均公共绿地从“ 一张报”到“ 一间房”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

上海市民能明显感觉到，上海的绿树、绿
地越来越多了，而这都得益于上海在绿化
建设上的投入。作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长期以来，上海在发展成为宜居城市的进
程中，一个非常大的软肋就是自然环境的
面积比较小，环境质量也比较差。年纪稍
长的市民都有印象，20多年前的上海，城
市中心没有徐家汇绿地这样的大型公共
绿地。

事实上，上海的绿化底子本来就“ 很

薄”。1978年，上海的人均占有公共绿地面
积只有0.47平方米，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

“ 一张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了1998
年底，上海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
2.96平方米，实现了人均“ 一场床”。而进
入新世纪后，上海的绿化建设取得了长足
进步，2004年，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飙
升到了10.11平方米，达到了人均“ 一间
房”。“ 十一五”期间，又进一步达到了13
平方米。

“ 十一五”期间，上海建设了一批大

型公共绿地，如外环生态专项绿地、世博
园区绿地、外滩滨江绿地、徐汇滨江绿地、
南园滨江绿地、长风生态绿地、大连路绿
地、顾村公园等，特别是建成了以科研、科
普和休闲旅游为主的辰山植物园。全市新
增绿地面积约6600公顷，其中公共绿地面
积3000公顷。如今，市区很多市民出门500
米范围内就能找到一个可供休憩的公共
绿地，周末跑远一点还有顾村公园、长风
生态绿地、外滩滨江绿地等大型公园和公
共绿地。

》数说

3年后人均公共绿地将达13.5平方米

》权威解读

徐汇滨江绿地如今已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