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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本报记者张建松

生活在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有没有一片
公共空间，让人们一起追寻自然和乡愁的记忆，
让人们把种植带回都市、把游戏带给孩子、把互
动带回邻里、把生产带回生活？

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在上海悄然兴起的
“社区花园”。与城市里常见的由国家投资建设、
园林工人维护的公园绿地不同，“社区花园”是
利用城市的零碎空间、由社区居民和公益组织
设计、营造、保养和管理的自治型“迷你花园”。
“社区花园”，已经成为都市里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

创智农园的社区花园节

4 月 21 日，位于上海杨浦区的创智农园
里，人们举办了首届社区花园节暨睦邻节，由公
益组织“四叶草堂”和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自然
观察活动、生态集市、文化沙龙、即兴舞蹈、诗经
吟诵等活动，场面虽然不大，却能从参与者一张
张热情洋溢的笑脸上，感受到真实自然的欢欣
和愉悦。

也许，是因为这片小小的农园，是他们平日
里一起用双手、从无到有、一步步缔造出来的。
农园里的一条小径、一个小池塘、一米菜地、几
棵麦苗、诸多花卉等，都浇灌着他们的汗水，满
载着大家一起劳作耕耘的共同记忆。

狭长的创智农园，位于杨浦区楼房密集的
多个小区之间，占地面积 2200 平方米，是城市

开发中一块“边角料”，由于地下有重要市政
管线通过，一度成为临时工棚和闲置地。
2016 年，在当地社区、企业、居民和公益组织
“四叶草堂”的共同努力下，这块废弃地变身
为城市中心地带的一片“迷你农园”，成为周
边居民亲近大自然的田园绿洲和睦邻友好的
交流场所。

由同济大学景观设计专业刘悦来教授于
2014 年创办的“四叶草堂”，致力于搭建都市
里的自然体验与创造性活动平台，带领并培
训社区居民打造社区花园，通过开展丰富多
彩的活动，带领人们向大自然学习；促进人与
自然、人与人的深层次对话，提升社区融合互
动、创新社会治理。

据刘悦来介绍，自 2014 年以来，“四叶草
堂”在上海直接参与建设了 63 个社区花园，
除了创智农园，还有中成智谷火车菜园、我们
的百草园、363 芳园、跑道花园等。与此同时，
北京、武汉、成都、南通等全国其他城市的社
区，也开始出现了社区花园。

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

4 月 27 日，首届上海社区花园与社区设
计国际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
高校、社会组织、企业的学者、专家、学生和相
关从业者，共聚一堂，围绕“共治的景观、美好
的社区”主题，分享各自的研究和实践、思想
和经验。

专家认为，社区花园创造出公共空间的

使用平台，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参与，这有利于
培养社区居民的主人翁精神；随着参与度的
不断提高，邻里之间以花为媒，相互了解和交
流，由生人变熟人，社区也会慢慢变得有温度
和活力，这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

社区花园像一块块绿色的“马赛克”，镶
嵌在城市的空间中，是孩子们身边的“自然课
堂”。他们不必走到很远的郊区，就可以触摸
泥土、播撒种子，随时观察植物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的全过程，培养激发孩子们热爱大自
然、体会耕耘劳作的乐趣。

在研讨会上，来自上海外国语学校的三
位高中同学，还分享了他们在学校附近的一
个小区参与建设社区花园的故事。这个小区
名叫玉兰苑，有 30 多年历史，居民们一直为
荒芜的绿地种菜问题闹矛盾。在居委会的支
持下，同学们与 200 多位居民们开展了交流
探讨，收集到 500 多条意见。在刘悦来老师
指导下，围绕社区美感和活动空间，将计划
改造的荒芜绿地划分为景观区、休息区、草
本植物区、木本植物区，得到了居委会的批
准和绝大多数社区居民的肯定，接下来就将
付诸实施。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
强认为，社区花园不仅仅是一个小花园，更是
政府、企业、专家、居民共同发力的公共空间。
这个小小的公共空间，融合社会治理的创新，

可以作为探索城镇化的绿色起点，也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

上海社科院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王慧敏研究员认为，目前，上海有许多零碎的
空间都有美化需求，例如老旧的社区、农村的
房前屋后、产业园区等地，由于分散而零碎，
政府难以兼顾，对市场也缺乏吸引力。大力发
展社区花园，可以建立市民与城市、与自然、
与他人的美丽纽带，推动居民从城市公共空
间的旁观者、消费者、过往者，转变为主动的
创造者、耕耘者、负责者。

她认为，大力发展社区花园，还需要政
府提供必要的财政资金，支持鼓励和引导社
区花园的发展，并将其纳入上海的 15 分钟
社区生活圈的建设规划中。在老旧社区和历
史风貌保护区先行先试，待时机成熟时，还
可将“口袋公园”“街角广场”等公共改造空
间，适当开放成为社区花园。协调环保企业
与社区合作，倡导垃圾就地处置、雨水收集
等技术在市民花园的应用，推动基层生态文
明的实践。

她同时还建议，以党建为引领，以社区花
园建设为抓手，提高居委会及社工对社区居
住环境的专业认知；发挥市民驿站的服务功
能，推动城市治理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有效提
升；支持景观规划、园艺设计等专业性社会组
织，为社区花园提供技术咨询和培训服务，培
育带动更多的民间花友会和社区规划师；充
分发挥社区花园公共活动载体和情感交流的
功能，建设有温度的美丽家园。

上海：“社区花园”成为都市里的亮丽风景 春风万般好，唯有柳絮扰。随风不
拘管，着实令人恼。

最是一年春好处，我国北方不少城
市的杨柳飞絮却令春光打了折扣。它常
飞入行人的眼睛、鼻孔，令人不适，极
易导致过敏反应，甚至加重哮喘、慢性
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同时，杨柳飞
絮可遮挡行人、车辆出行视线从而影响
交通安全。它属于易燃物质，接触明火
极易导致火灾发生。

其实，“漫天飞絮”的背后是我国
不断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国的
步伐加快。多年前北京虽然没有飞絮
满城的烦恼，却曾频频困于扬沙浮尘，
而治理的主要办法就是大力植树。那时
我国城市绿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杨树和
柳树凭借着适合北方地区土壤气候、易
于繁殖成活且生长速度快、养护成本
较低、生态效益明显等先天优势，成
为北方一些地区绿化的主力树种。随着
这些杨柳树逐渐成熟，飞絮现象随之而
来。

但是，无论是推进国土绿化，还是
建设美丽中国，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环境治
理不能摁下葫芦起来瓢。

治理杨柳飞絮，考虑到生态效益和
成本，简单粗暴地对杨柳树雌株一伐了
之并不现实。但标本兼治，却是必须重
视的事情。目前北京等一些城市已经重
视对杨柳飞絮影响的重点区域进行治
理。除了用高压水枪冲洗、疏枝等工作
外，为了避免“二次飘絮”，也及时清
理飘落到地面上的飞絮。

日常治理之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的举措也在逐步实施中。后期要坚持进行源头管控，结合
园林绿化工程和树种更新升级，逐步减少杨柳树雌株的数
量，从而减少飞絮总量。

治理杨柳飞絮，显示出新时代我国国土绿化要走高质
量发展道路。要通过科学配置树种，营造多树种、多品
种、乔灌草相结合的混交林模式，不断增加园林绿化树种
的多样性，提高物种的丰富度，实现园林绿化高质量发
展。

杨柳飞絮的烦恼也提示我们国土绿化需要提高前瞻
性。植树造林，种下的既是绿色树苗，也是祖国的美好
未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谋及子孙的科学精神，
有看到未来的长远眼光，让绿色不仅足够多，也足够
好。 (记者胡璐)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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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 5 月 6 日电(记者王自宸)生
态环境部 6 日通报了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在武汉市督察发现的问题，武汉市南
湖整治工作严重滞后，存在不作为、慢作为，
甚至敷衍应对的情况，湖泊污染问题突出。

南湖是武汉市重要的城中湖，面积约
7 . 67 平方公里，汇水区面积 37 . 44 平方公
里。督察组 2018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督察
发现，南湖水环境整治工作部署滞后、落实不
力，污染问题依然突出，水质从 2006 年至今
均为劣Ⅴ类，水体长期富营养化，每年都有
“水华”事件和死鱼现象发生。

据介绍，南湖水环境整治主要存在三方
面问题：

一是整改部署迟缓，工程进展滞后。湖北

省督察整改方案要求 2017 年启动南湖治理
工作，武汉市于 2017 年、2018 年先后出台实
施《南湖水环境提升规划方案》《南湖水环境
提升攻坚工作方案》《武汉市南湖“一湖一策”
实施方案》，但部署滞后，实施启动晚，整治工
程至今无一落地。

二是排口整治不力，污水直排入湖。南湖
排口截污整治工作推进严重滞后，雨污分流
率不到 30%，环湖 43 个排口中有 17 个明显
混有大量生活污水。虽然部分排口(闸口)建
了截流坝(闸)，但仍有大量生活污水直接溢
流排放。与督察整改方案要求的目标相差甚
远。

三是建设运营粗放，“治污”反成“排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量污水长期直排南湖，

污水化学需氧量浓度高达 380 毫克/升，是
全市污水处理厂平均进水浓度的两倍多。
为临时解决污水直排问题，该校建成一套
污水应急处理设施。但督察组暗查发现该
校排口正在直排污水，污水应急处理设施
停运，操作人员还将设施内污泥直接外排，
经湖边草坪流入南湖，“治污设施”却成“排
污设施”，性质十分恶劣。

针对南湖水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武
汉市水环境治理相关部门表示，将督促各
区、各单位对照各自工作任务，从雨污分流
改造、强化面源污染管控、加速推进南湖水
环境提升工程等方面着手，确保 2019 年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前，南湖水质
主要指标达到地表水Ⅴ类标准。

新华社长沙 5 月 5 日电(记者史卫燕、高
敬)5 日在长沙举行的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对湖南省开展“回头看”情况反馈会
上，督察指出，近年来湖南省加大洞庭湖生态
环境整治力度，推进解决一批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但洞庭湖区污染防治工作还有明显短
板，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问题主要表现在：生活污水污染问题仍
然突出，洞庭湖区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普遍滞
后，绝大多数城市仍用雨污合流的排水系统，
大量超标污水排入河湖；一些工业园区环境
管理混乱，如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云溪
片区废水偷排问题严重；石煤矿山生态破坏
严重，石煤矿山露天开采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监管失职失责问题突出；养殖污染问题依然
严重，禁养区内仍有 16 家畜禽养殖场、678
家养殖专业户逾期未关停退出，一些畜禽养
殖场污染严重等。

督察还指出，湖南省第一轮督察整改工
作虽然取得重要进展，但一些整改存在标准
不高、工作不实等情况：

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仍不够到
位，如株洲市在“回头看”督察期间提供不实
信息，声称位于绿心地区的“北欧小镇”房地
产项目已于 2017 年 5 月后全面停建，但督察
发现，该项目在此后仍违规建设 24 栋高档别
墅，当地对此没有坚决制止，没有查处到位；
二是责任落实不够到位，如原省经信委淘汰

小造纸落后产能工作不严不实，以特种纸无
法折算箱板纸产能为由，回避落后产能概
念，模糊全省小造纸淘汰政策；三是一些地
方敷衍整改问题较为突出，如永州市在“回
头看”进驻前一天，对全部 8 家没有完善配
套污染治理设施、厂区粉尘无组织排放严重
的富锰渣企业紧急下达停产通知，应付督
察；四是表面整改、假装整改仍有发生。

督察要求，湖南省委、省政府要始终
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将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向纵
深推进。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
诉求，不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湖南
省高质量发展。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武汉南湖整治工作滞后污染严重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
(记者高敬、王飞航)6 日，中央
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曝光
山西省多地对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整改工作重视不够，整改方
案照抄照搬，形式主义问题突
出。

督察整改方案是地方推动
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发现
问题整改落实的文件，是扎实
开展督察整改的基础和前提。
但 2018 年 11 月督察组对山西
省开展“回头看”发现，一些地
方没有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意见和山西省整改方案要求
贯彻落实到位，长治、大同、临
汾、太原、晋中等地市在制订整
改方案时照抄照搬现象严重，
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影响了整
改工作的推进落实。

督察组指出，太原市整改
方案照抄照搬明显，方案中多
处对其他地市提出整改要求，
如关于散煤治理，要求“太原、
晋城、晋中等市完成禁煤区划
定”等，明显照抄山西省整改方
案，工作极不严肃。临汾市、晋
中市也存在类似问题，如临汾
市曲沃县在整改措施清单中提
出，要对“太原、阳泉、长治、晋
城、临汾、晋中‘4+2’城市划定
禁煤区”。《大同市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考核分工方案 (试
行)》没有认真分析本区域水污
染问题，只是简单将国家有关
要求原文抄录。

督察发现，一些地方为应对督察，在整改
方案印发时间上动歪心思，如长治市煤炭工
业局整改方案印发时间居然比文中引用文件
印发时间还早。督察组还指出一些地方整改
方案与实际脱节，不具备可操作性。

督察组指出，山西省对地市督察整改工作
指导、督促、检查不力；太原等多个地市对督察
整改重视不够，敷衍应对，整改方案照抄照搬，
形式主义问题突出，甚至只是“喊口号”“刷标
语”，而不见抓落实、抓落地，失职失责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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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推动古村
落保护工作。2019 年，首批抢修工程队进驻
南昌县冈上镇，对当地知名的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吴氏家庙”及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吴培
荆堂古建筑群”进行抢救性维修。同时当地政
府还制定文旅规划，让文物保护与观光旅游
相结合，推动乡村振兴。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这是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冈上镇
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吴氏家庙”一景（ 4 月
28 日无人机拍摄）。

 4 月 28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冈
上镇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吴氏家庙”内，抢修
工程队的工人在现场施工。

修复古建筑群

打造文旅名村

环保督察“回头看”

于平

近期，北京地区进入飞絮时节，“有碍观瞻”，给民
众带来不少烦恼。除了容易引发过敏、加重哮喘和支气管
炎等问题，还会带来火灾隐患，甚至影响 PM2 . 5 监测仪
等设备的正常运转。

北京飞絮的主要来源是借风力散播种子的雌株杨柳
树——— 每棵雌株杨柳树每年春季能制造 30 万至 1500 万枚
飞絮，平均重量达 1 公斤，而北京市域有数以百万计的杨
柳树。

在历史上，这些被大家吐槽的杨柳等有絮树种，曾是
北京绿化的功臣。 20 世纪 70 年代，北京饱受沙尘暴困
扰，生态治理迫在眉睫。经过多番选择，毛白杨等因成材
快、成本低、易维护等优点，成为北京绿化主力树种。然
而，飞絮的危害被忽视了，“当时园林绿化工作者更多的
是考虑怎么让北京尽快地绿起来，没有特别在意飞絮的问
题。”

事实上，即便到了今天，杨柳树仍在城市绿化中扮演
积极角色，如果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一砍了之，不仅影响
市容，更破坏城市生态。如何妥善处理城市绿化与飞絮扰
民的矛盾，需要有精细化管理的思维和对策。

必须看到，飞絮扰民与过去城市绿化规划与管理不够
精细有关。除了前面提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为快速防治沙尘
暴而选择有生态隐患的树种，有园林专家接受采访时还透
露了一个细节——— 本世纪初，北京为迎接奥运会进行城市
改造和道路扩建时，原本要求栽种没有飞絮的雄株杨树，
苗圃企业实际提供的却是雌株。当初在管理方面不够精
细，给今天的飞絮难题埋下了伏笔。

飞絮治理不宜久拖不决。鉴于漫天飞絮真真切切地影
响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相关部门理应有更“精细化”

的作为。在城市绿化已经显著改善的前提下，北京也有直
面飞絮问题的底气和空间。

治理飞絮，需要有更精细的顶层设计。在几十年
前，如何选育生长更快的树种曾是国家科技攻关的重点
研究项目。如今，如何矫正城市绿化规划考虑不周导致
的飞絮烦恼，也应加大科技攻关力度。一方面，树木嫁
接技术、化学药剂控制飞絮、培育无花粉的新品种等研
究，须推进得更快一些；另一方面，逐步用更合适的绿
化树种替代有絮树种，也可在经过科学论证之后提上议
事日程。

飞絮治理并非朝夕之功，但精细化管理可以将飞
絮的负面影响大幅降低。比如，有研究表明飞絮爆发
的程度与温度变化有关，气象部门可以提前发布“飞
絮预警” ，在飞絮集中爆发之前，环卫部门通过压水
枪 、高压喷雾车 、雾炮车等冲洗树木，都可降低飞絮
危害。

比飞絮更恼人、对健康危害大得多的雾霾，北京通过
有效治理，短短几年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多人认为北
京告别“霾伏”不再是奢望。我们相信，飞絮难题的“难
度指数”应该远远小于治理雾霾。民之所呼，就是政之所
向，拿出治理雾霾一样的决心，小小飞絮何所惧，北京的
春天一定会更加美丽。

雾霾都能治

飞絮何所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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