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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月星告诉记者，根据“十
三五”规划，上海将建设“两道两
网两园”，其中“两园”之一指的
就是郊野公园。“一共规划了21
个，现在在抓7个郊野公园的一
期建设，同时也在推进二期的建
设。”他表示，继最早金山廊下郊
野公园开放，去年又陆续开放了
崇明长兴岛郊野公园以及青浦
青西郊野公园。今年年底前另
外4个郊野公园也将陆续开放。

这4个郊野公园各具特色。
如闵行区的浦江郊野公园，将是
最大的秋景公园。位于嘉定的
嘉北郊野公园，除了麦田竹林，

还有古老的徐秦古村落，让人感
受到嘉定的历史人文底蕴。松
江有两个郊野公园，松南郊野公
园以黄浦江上游水源涵养林、经
济果林为生态肌理，挖掘松南地
区人文积淀，形成林、水、田、村
相融相依的风貌特征，可以在森
林中游憩，游览浦江。同样位于
松江的广富林郊野公园，紧靠广
富林遗址公园，就在辰山植物园
旁边，原先是一块林地，改造后
将变成一个新的郊野公园。

“这样，上海的东南西北就
都有了郊野公园。”陆月星表示，
这7个郊野公园，平均每个都有

20平方公里，已建或在建的范围
为5平方公里左右，开放的都只
是一期。“都还只是一小部分，市
民可以期待今后的规模。”

他还透露，除了原来规划的
郊野公园，目前在上海郊区还有
一些林地也将逐步放开。“只要
不影响生态效益，就能让老百姓
进去。据介绍，这些林地原来是
以生态功能为主，将来也将逐步
开放。“我们在改造一些新建林
地，也在同步做一些森林公园，
做一点配套设施，包括设置绿道
等，让市民也能享受到这些生态
资源。”

4大郊野公园一期今年开放

“作为上海最大的郊野公

园，今年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内

部管理上有所提升。”市政协委

员、市长兴岛开发建设管委会专

职副主任、市长兴岛开发建设管

委会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许锦

国介绍说，长兴岛郊野公园于去

年 10 月 22 日启动试开园，于 12

月 15 日正式对市民免费开放。

正式开园一个月来，平均每天的

人流量达到5000多人次，多的时

候公园一天要接待一万人次的

客流。

许锦国表示，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长兴岛郊野公园建设，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来实

地进行检查指导，对长兴岛郊野

公园的定位和特色，提出了明确

的指导意见。长兴岛郊野公园

一期用地面积约5.5平方公里，在

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长兴岛柑

橘农业特色，着力打造橘园风

情、农事体验、文化运动、森林涵

养、综合服务等五大板块。在重

要的景观区域和防护林带中，将

长兴岛动迁和道路建设过程中

保存的 1000 多棵香樟树移入郊

野公园，并保留了原区域内 95%

以上的大树，配合其他花木形成

丰富的景观层次，努力打造独具

特色的生态公园和绿色氧吧。

“同时，我们主动将资源拿

出来，搭建平台，引入专业化、市

场化主体一起参与开发建设，形

成了前小桔创意农业等特色亮

点。长兴岛郊野公园中，铁哥们

环保艺术博览园、珊瑚馆、奇石

馆、食用玫瑰、香水莲花等都是

特色服务项目。此外，二十四节

气桥、被称为‘万米步道’的11公

里的彩色健身步道也是景区特

色亮点，为广大游客提供了较为

丰富的休闲互动体验。”许锦国

介绍说。

据其介绍，市中心区域内最

大的城市生态公园——世纪公

园，是长兴岛郊野公园一期面积

的四分之一；辰山植物园面积不

到长兴岛郊野公园一期面积的

四成。由于面积大，郊野公园

的景点布置并不那么紧凑，来

郊野公园玩，最好提前做好户

外远足、跑步健身或者骑行锻炼

的准备。园方也为游客提供了

电瓶车、游船和四轮自行车等代

步工具。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长兴岛郊野公园开园一月
日均接待量达5000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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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郊野公园年底前开放
生态林地将改建成森林公园迎接市民游玩

之前开放的廊下郊野公园曾推出活动：市民可凭“地主证”在园中租地当菜农。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除此之外，上海未来还将织
就一张“立体绿网”。陆月星表
示，全市城市化地区加强屋顶和
其他立面的生态景观营造，提高
街道空间绿视率、丰富街面景
观。中心城区立体绿化，屋顶、
立面，包括高架桥柱都将有绿色
覆盖。“近几年我们做了 3 万根

桥柱的立体绿化，现在希望能够
让这些绿植垂直下来，藤蔓环
绕，尽量让城区改变水泥城市
森 林 的 观 感 形 象 ，提 高 绿 视
率。从生态效益来说，对于治
理扬尘也是非常有帮助的。”目
前计划每年上海增加40万平方
米立体绿化。

高架桥柱藤蔓将改城市形象

陆月星所说的这一外环线
环城绿带项目，现在已成为环绕
上海的一条“绿色项链”，它兼具
调节温湿度、净化大气环境、涵
养水源、固碳释氧、森林游憩、生
物多样性保护、固持土壤等多项
生态服务功能。这道“绿色屏
障”，全长98公里、宽500米，跨
越7个行政区，总计6208公顷，

目前已建成3500公顷，剩余部分
预计将在两年内完成。像外环
绿带这样的生态廊道将按照近郊
绿环 500 米，高速公路两侧 100
米，主干道两侧50米；市管河道两
侧50米，区管河道两侧30米的标
准实施防护绿带，形成网络体
系。“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在外环
线环城绿带项目基础上进一步推

进近郊绿环、沈海高速、大治河等
骨干路网“一环七纵九横”、骨干
河道“八纵九横”生态廊道建设，
面积约为5万亩。金山化工区、
合庆、青松走廊、老港周边的防护
林建设也将进一步加快，预计面
积在4.5万亩。届时，全市将形成
更为成熟的生态廊道系统，“鸟
道、鱼道、虫道、人道”更加贯通。

“绿色项链”将环绕全城

除了郊野公园，两园的另一
个园就是城市公园。陆月星告诉
记者，城市公园建设将以系统均
衡布局为目标，按照服务半径要
求，形成“口袋公园—社区公园—
地区公园”三级公园绿地组成的
城市公园体系，基本实现绿地500
米服务半径扫盲实施计划。“十三
五”期间将新建改建“口袋公园”
100公顷，改造40座老公园。

“两道两网两园”里的城市
绿道，也是今年市绿化市容局的
重点打造对象。陆月星表示，城

市绿道就好像城市的一条条“绿
脉”，把既有的林地、绿地，以及
一些小的生态空间串联起来，结
合绿化园林，主要的构成将是慢
行系统的步道和骑行道。

“从健康角度，大家享受生
态环境空间的角度来讲，绿道的
作用是非常大，非常受老百姓欢
迎。”陆月星表示。未来5年，上
海将按照市域“三环一带、三横
三纵和一区一环”布局要求，着
力建设外环绿道、黄浦江滨江绿
道、环崇明岛绿道18条重要“城

市绿道”及公园绿地绿道，预计
总长度达1000余公里。通过绿
道串联起现有绿地和公园，打通
生态空间“最后一公里”。

据悉，目前绿道建设每年都
推进200公里。“去年是203公里，
今年争取超过200公里。”今年黄
浦江两岸45公里贯通的公共空间
建设中，绿道建设也将始终贯穿其
中，黄浦江滨江绿地将建设150公
顷。外环的生态廊道，为了能让老
百姓可以进去漫步健身，也在专门
做绿道，目前已建成了示范段。

争取建超200公里城市绿道

两会现场，一份《上
海郊野公园地图》备受代
表们欢迎。“郊游又有了
新去处了，上海生态建设
我们代表们都很关注。”
市人大代表、奉贤区旅游
局局长汤东英表示，今年
她也提交了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廊道建设的建
议。记者在两会现场专
访了上海市绿化市容局
局长陆月星，他表示，今
年上海还会开放4所郊
野公园，不仅如此，原先
只作为生态用途的林地
将来也会开放，让市民能
够感受到更原始的森林
气息。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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