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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组委会
和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办，上海科
普教育促进中心等单位承办的第七届上
海国际自然保护周市绿化市容局生态体
验行活动，已在普陀区长风5A绿地举办，
近百位嘉宾、市民和志愿者通过“生态体
验行”，来践行本届自然保护周的主题“呵
护多样之美，共建生态之城”。

本次活动以“生物多样性”为主线，主
要由启动仪式和生态体验行活动两部分
组成。启动仪式结合上海自然生态视频
剪辑，对话“鸟类生物多样性”等形式，展
示上海的生物多样性之美和生态之城建

设的成果。生态体验行活动共设置10个
科普展位，包括海洋蓝碳之约、镜片里的
苍穹和云间飞羽等内容，其中上海市林业
总站的主题是“爱‘沪’野生动物”，上海动
物园以乡土蝴蝶和蝴蝶折纸为特色，上海
植物园展示“多彩树叶和昆虫”，上海市园
林科学规划研究院科普城市困难立地造
林。上述生态体验行活动通过闯关盖章
的方式开展，让参与市民在互动游戏中体
验生物多样性。

据了解，在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期
间，全市动植物园、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
区等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列科

普活动。市民根据相关安排，前往上海植
物园观赏秋季花展，走进上海动物园探秘

“飞舞的精灵”，相约共青森林公园享受菊
花盛宴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此外，“绿化
大篷车”开进广场，园艺大讲堂走进公园，

“清洁湿地”进入保护区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使自然保护意识融入百姓生活。通过
邀请市民走进公园绿地和自然保护区，走
出家门、亲近自然，亲身体验上海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生态之城建设成果，感受上海

“城市客厅”温度，增强市民群众对自然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苏州河两岸公共
空间植物挂牌仪式，为植物挂上了“量身
定制”的铭牌。“复羽叶栾树其名称来自于
典型的二回羽状复叶。夏季开花，花呈大
型圆锥花序生于枝顶，花谢后蒴果膨大呈
灯笼状悬挂枝头。”杨女士试着扫描了复

羽叶栾树的二维码，除了名称等基本信息
外，还能了解到该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
习性并通过更多的彩色照片观赏到不同
季节的植物面貌等，增强了市民认识植
物、了解植物的兴趣。“看到不认识的树
木，通过扫二维码，就能详细了解。在苏
州河边带孩子游玩的同时还能增长植物
知识，为孩子埋下了一颗亲近自然的种
子，确实不错。”杨女士说。

植物铭牌是重要的绿化科普设施，苏
州河两岸种植了大量新优植物，通过挂牌
可让市民游客在休憩的同时了解植物，认
识自然。目前，苏州河两岸公共空间已新
增 130 块植物铭牌，涵盖 42 个树种。未
来，苏州河“生活秀带”将被打造成“植物
科普带”，进一步提升公共空间的文化内
涵和科学品位。（记者 顾今 见习记者 葛
沁宁 通讯员 张宁明 接晓颖）

第七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生态体验行活动举办

2021年园林古建行业高质量发展暨
《筑苑》成立五周年研讨会10月24日在杭
州顺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
设计院所、企业机构和业界同仁齐聚杭
州，共同探讨园林古建行业如何实现高质
量发展。本次会议由中国建设科技出版
社《筑苑》理事会主办，杭州市园林绿化股
份有限公司承办，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园
林工程分会和浙江省花卉协会绿化苗木
分会支持协办。

会议在《五年只是序章》的短片中拉
开帷幕，庆祝《筑苑》成立5周年。5年来，

《筑苑》理事会在行业同仁的支持下，从无
到有，焕发出勃勃生机，《筑苑》丛书也不
断出新出彩。

研讨会以学术报告、主题沙龙、新书
首发、颁奖仪式、精品工程项目展示、图书
展示、参观学习等多样的形式展开，探讨
中国园林古建行业如何在新型冠状肺炎
疫情、房地产风险等多重压力之下迎接挑
战，如何在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的大背景
下抓住机遇。此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同
步直播，为行业、企业搭建起丰富、立体的
交流平台。

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原一级
巡视员倪江波为大会致辞，从政策的角度
明确了城乡建设以保护为先的发展方向，
提出园林古建行业应遵循自然、传承创
新，承担起建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乃至
美丽中国的责任和使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浙江省风
景园林学会理事长施德法、中国建设科技
出版社社长张立君（线上）、杭州市园林绿
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张炎良分别为大会
致辞。

《筑苑》理事会执行理事长、中国风景
园林学会园林工程分会秘书长商自福在
线上做《筑苑》工作报告，介绍了《筑苑》五
年来在图书出版、精品工程项目征集、理
事会议、峰会论坛、会员发展等方面的成
果，并对《筑苑》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建
议和期望。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陆琦以
《古建园林与传承借鉴》为题，讲述了园林
古建这个极富特色的行业，如何担负起用
小切口、大视野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如
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古建专家马炳坚作了《从北京
老城保护的经验谈贯彻〈关于在城乡建设
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的报
告，用一系列民间建筑改造案例解读了国
家关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新政策，并提

出建筑学科人才培养的建议：要培养既懂
西方建筑又懂中国传统建筑的综合性建
筑人才。

会议还邀请了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
研究院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韩
丽莉、北京光华设计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
琦、园林景观专家李寿仁、扬州意匠轩园
林古建筑营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宝
富、广州大学教授曹伟、清华大学助理教
授郭湧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
主题报告，内容包括立体绿化、绿色设计、
美丽乡村建设实践、园林工程人才建设、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智慧园林信息模
型研究等，涉及园林古建行业的方方面
面，精彩纷呈。

主题沙龙“乡村振兴背景下园林古建
企业的发展机遇”是会议的亮点，邀请了
乡建相关专家学者、设计师和实践企业代
表同场交流，探讨乡村景观建设中的企业
作为，如何用小微建筑激活乡村，乡村振
兴背景下园林古建行业的发展方向、发展
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分享乡村建设的经验

和见解。
会议为《2021中国园林古建筑精品工

程项目集》举办了新书首发仪式，为入选
其中的23家园林古建企业颁发奖牌并赠
书；为《高等院校风景园林专业规划教材》
参编单位授予铜牌，以彰显这些企业对园
林领域人才培养的担当精神。

《筑苑》理事会在成立五周年之际，颁
发了终身成就奖、杰出贡献奖、原创精品
奖、优秀作者奖、出版贡献奖、公益大讲
师、卓越建设奖、传媒先锋奖、传承创新奖
九大奖项，共有60余位专家学者、50余家
企业获奖。

会议同期举办了项目工程展和图书
展，展示了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天姿
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成都环美园林生态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绿雅生态发展有限公
司、常熟古建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朗迪景
观建造（深圳）有限公司、金庐生态建设有
限公司、御园景观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泰
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共10家企业的20多

个精品工程项目，也呈现了《筑苑》成立5
年来出版的200余种优秀图书。

本次论坛围绕“园林古建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主题，解读城乡建设新政策，展示
行业前沿科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讨园林古建企
业如何在新形势下运用科学思维、历史思
维育先机、开新局，发出了来自高校、研究
机构、设计院所和企业的多方声音，为行
业搭建起一座交流的桥梁。

新时代更是大时代。从乡村到城市，
从中国到世界，园林古建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符号，《筑苑》应堪当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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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顾今

秋高气爽时节，抬头远望，是明媚的
“天空蓝”，放眼四周，是怡人的“生态绿”，
一幅秀美的生态文明长卷在锡城大地徐
徐展开。自无锡市吹响创建全国生态园
林城市的号角以来，无锡市市政和园林局
牵头组建全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工
作领导小组，有序推进各项绿化建设，一
年多来，城市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基础设
施水平大幅提升，锡城绿意更浓，市民身
边的绿色景观愈发精致。

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无锡市区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3.43%，建成区绿
地率 40.36%，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95 平 方 米 ，市 区 公 园 服 务 半 径 达
90.1%，位居全省城市前列。在良好生态
基底之上，无锡市致力绘就绿色发展底
色，守护绿色生态底线，擦亮绿色文明品
牌，打造一座综合管理责任更完善，绿地
建设成果更突出，生态环境舒心怡人、节
能减排卓有成效、市政设施齐全便利的生
态园林城市。

推进公园建设
扮靓城市“会客厅”与“后花园”
家门口的小游园是居民消闲休憩的

最佳场所，出门步行可及的社区公园更是
老百姓身边的美丽风景，各具特色的大型
综合公园则是市民引以为傲的城市“会客
厅”。从该市市政和园林局了解到，无锡
市大力推进公园体系建设，在新城区按照

“公园+”的模式，围绕现有的公园游园，
配置功能设施；在老城区则按照“+公园”
的思路，围绕居住区建设一定数量体量的
公园游园，确保各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5.50平方米以上，实现公园绿地服务半
径覆盖率不低于90%。

“十三五”以来，无锡市区新建综合公
园9个，城市游园65个，改扩建老旧游园
62 个。公园建设以植物造景为主，突出
公园文化艺术内涵和地域特色，形成“一
园一景一特色”。近年来建设了见义勇为
主题公园、桑园墩公园、慧海湾生态公园
以及北兴塘河湿地公园等一批精品特色
主题公园，扮靓城市“会客厅”。

结合地块开发、路桥建设、河道整治
等建设行为积极推进小游园建设和“老旧
游园”的改造提升工作。按照《公园绿地
十分钟服务圈规划》要求，盘活城市绿地

“存量”，打造高品质个性小游园。
值得市民自豪的环蠡湖38公里敞开

式公园群已然成形。自 2002 年起，无锡
市对蠡湖周边全面整治，按照市民和游客
入园无门槛的规划建设原则，经过退渔还
湖、生态清淤、拆房建绿等一系列工程，水
域面积扩大，水质明显改善，湖岸线散布
着“水秀垂雪、宝界双虹”等十大景观。
2011 年底建成了由长广溪湿地公园、蠡
湖公园、宝界湖畔山林公园、金城湾公园
等15座环湖公园群组成的环蠡湖全长38
公里的全国最大敞开式公园绿地，总面积
达375公顷。

推广“林荫化”
绿道系统织密城市道路生态绿网
一座座公园并不是地图上一个个孤

立的小点，而是通过绿道网络连接形成环
环相扣的城市“绿网”。无锡市实施城市
道路绿化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将主要道路
打造成特色鲜明的景观长廊；同时开展公
园绿地、道路绿化、滨水空间和居住区四
季景观营造，形成色彩丰富、季相分明的
城市绿化景观。破墙透绿、增绿补绿、立

体绿化……结合城市特色空间营造实施
各种增绿添景工程，为市民群众提供美丽
宜居的城市园林绿化空间场所，全面提升
市民对城市园林绿化的满意率。

利用江南水网特色，无锡市在城市中
心沿河地区打造带状公园绿脉，蠡河景观
带、伯渎港绿色廊道、梁溪河景观带、古运
河绿化风光带、京杭运河景观整治、锡惠
公园广场、太湖广场中心公园建设工程，
注重水系岸线保护，并保留原有形态、树
木、设施，进一步提升环境功能和完善配
套设施，更好地打造市民休闲、娱乐、健身
等公共活动空间。

与此同时，无锡市也在城市公园和居
民小区等地大力推广林荫路建设，并针对
慢行系统和人行道打造城市绿廊，力争城
市主次干道的林荫路推广率达到75%以
上，建成较为完善的城市慢行系统，推动
城市绿道系统建设，形成串联城市绿地、
水系和社区的绿色生态廊道。

近期，无锡市大力实施梁溪河综合整
治工程，整治河道岸线总计14公里，绿化
景观面积约 116 公顷。工程以改善水体
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沿河景观及自然生
态为主要任务，在设计中以历史文脉为主
线，将梁溪河两岸沿线的梁韵苑、仙蠡墩、
蠡溪苑、渔趣园、梁湖生态园等多个开放
式景点连接为穿越历史人文、回归自然生
态的“风情梁溪河景观带”，更好满足群众
健身休闲和公共活动需要。

绿化“立体化”
街头绿景变美变精致更显“摩登”
公园添绿、绿廊成网，绿化过程中随

处可见市政园林工作者的巧思。不难发
现，近年来，锡城绿色景观形式增多，精致

度提升，养护管理用上“绣花功”。今年春
季，该市市政和园林局启动美丽无锡

“366+”绿化换装计划，对3条重点道路、6
条高架、6个主要节点和市管范围内的道
路、绿地进行综合整治提升，通过精细化
管理打造锡城道路绿化新范本。

形式新颖的立体绿化正在锡城推广
开来，自启动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以
来，无锡市对高架道路柱体、桥体以及墙
体等实施垂直绿化，全市建设了凤凰城等
15 处 3.62 万平方米屋顶绿化，完成高架
立交桥墩、桥涵绿化1007个，共计种植攀
缘植物与蔓性植物 9 个品种 13.4 万株。
京杭运河等中心城区河道驳岸垂直绿化
15610米，覆盖面积2.36万平方米。

行走在锡城街头，百余组主题花卉园
艺造型扮靓城市风景，各种绿雕、花球、绿
植的立体组合让市民感觉犹如逛公园。
无锡东出入口、太湖大道与红星路路口、
青祁路与太湖大道路口、蠡湖大道与金城
西路路口布置起大型绿墙、高达5米的花
卉布景、多种珍贵花材的立体组合……这
些以往只能在收费公园里看到的精品园
艺布景装饰起锡城的街头巷尾。走在市
中心商圈，交通护栏上的立体花箱吸引市
民目光，玫红色三角梅搭配金色彩叶草，
碰撞出浓浓的欢乐氛围。

美丽的花朵还开上了锡城多处高架，
驾车穿梭在太湖大道高架上，仿佛行驶在
一条“空中花廊”。从广南路到无锡东的
太湖大道高架全线布置月季花箱，同时增
设自动滴灌系统，精细化养出一路好风
景。凤翔高架、江海高架、金城高架、青祁
高架、蠡湖大道高架等高架道路花箱更
新，徜徉锡城，一路美景相伴。 （王尚）

无锡致力创建全国生态园林城市

2021年世界城市日新城建设主题论坛11月1
日在上海市 奉贤新城举行，以“公园之城：人
文与生态的相遇”为主题，探讨在韧性城市的建
设中，如何进一步依托城市独特的生态禀赋，致
力于打造公园城市，并通过生态与人文的叠加、
融合，以提高城市的开发品质，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

新城是上海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
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的重要
战略空间。今年以来，上海跳出“中心城+郊
区”的二元空间模式，围绕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
市目标，加快打造产城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
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五个新城。目前，

“新城1+6+5”政策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打造完
成。一批重要研发项目、重点企业签约落户，重
大交通工程、民生工程集中开工，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等产业效应日益显现，美好蓝图正一
步步化为生动的现实。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玉鑫表
示，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一座城市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本轮新城规划建设中，上
海始终坚持以最生态为目标，落实公园城市理念，
完善新城的开放空间，加强绿地、水系等生态网络
建设，打造林田湖园的整体生态格局，统筹新城空
间要素布局，提升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品质，使之更
好地融入自然生态的环境本体中。

根据规划，五个新城将率先建成公园城市，
按照人均公园绿地15平方米左右的标准，构建

“区域公园-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区公园”四
级便民公园绿地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公园城市
的建设要兼顾三大价值，即文化人的人文价值、
诗意栖居的美学价值，以及绿色低碳的经济价
值。

奉贤区区委书记庄木弟介绍，在公园城市的
建设中，让人文与生态相遇，一定是现代与传统的
握手，技术与艺术的对话，科技和人文的融合。奉
贤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良好且蕴藏贤人。因
此，把生态优势和历史文化底蕴结合，是建设这座
新城的主要目标。他用“十字水街，田字绿廊，九
宫格里看天下，一朝梦回五千年”描绘了未来奉贤
新城的景象。目前，十字水街已经初步建成，田字
绿廊也已经围合。

公园城市，低碳生活。据透露，奉贤新城实施
“公园+”，老城实施“+公园”，已建成大大小小公
园 188 个，其中今年 8 月建成开放的和合社区公
园，打造了一处生态花园社区、邻里和合之家样
本。未来还将建设200个公园，力争把奉贤新城
创成上海第一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区”。

（特约记者 史博臻 摄影：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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