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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缝插绿”，口袋公园成城市别样风景
记者 杨绪忠 通讯员 张晶 童蕾

推窗见绿，出门即可赏景休闲。

如今，在中心城区的居民小区，小巧玲珑的口袋公园，

正如春天枝头的嫩芽般一点点生长蔓延。

口袋公园，也称袖珍公园，指规模很小的城市开放空

间，通常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具有面积较

小、布局灵活、人流密集等特点。

城市中的各种小型绿地、小公园、街心花园、社区小型

运动场所等，都是我们身边常见的口袋公园。建立口袋公

园，可以满足居民小憩、锻炼和儿童玩耍等需求。

近年来，在供地日趋紧张的形势下，城市发展需要不断

深挖潜力，通过成片绿地建设与“见缝插绿”相结合的

方式，拓展绿地建设途径。

口袋公园作为城市建设的点睛之笔，是城市

公园的良好补充，对于不具备条件建设大型公

园的区域，口袋公园的建设是提升城市品

位、改善城市局部环境的良好手段。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中心获悉，
今年，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提
升城市品位，探索利用城市街头的

“闲置土地”“退红空间”等破碎小
型地块，我市将首推创新概念——
甬小园。

甬小园是指比口袋公园面积还
要小的破碎小型地块。我市计划开
展城区口袋公园及“甬小园”小微
绿地提升改造方案征集行动通过属

地点位排摸、公众征集及公园绿地
服务半径覆盖率扫盲行动，选定相
应点位向社会公开征集设计方案，
并通过公开评选及专家评选等方式
甄选优秀设计方案。今年我市计划
完成 35 个“甬小园”小微绿地新
建改造，为近年口袋公园及“甬小
园”小微绿地提升改造的实施提供
方向引领，进一步亮化美化城市街
头景观。 （杨绪忠）

口袋公园微缩版——甬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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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公园这一新生事物从无到
有，如今已成为百姓关注的民生实
事工程。今后，我市的口袋公园建
设如何更上层楼？业内人士认为，
应多措并举持续发力：

坚持统筹发展，完善口袋公园
规划、建设、养管体系。行业主管
部门应积极发挥组织牵头作用，建
立“行业主管、部门协同、属地落
实”的工作组织架构体系，明确各
部门工作职责，按照“统一规划、
统筹管理、分类落实”的原则，完
善专项规划编制、年度计划落实、
项目前期谋划、工程建设管理、后
期养护管理的全流程统筹协作机
制，从项目全生命周期角度出发，
完善公园绿地体系。

近远期结合，出台相关政策标
准，有序规范建设管理。结合口袋
公园发展趋势，将城市口袋公园作
为城市公园的一个良好补充，建立
和完善与口袋公园相关的法律法
规，加强技术标准编制工作，明确
口袋公园的建设、分类、管理标
准，拟定相关的规章制度、公告、
禁止事项等，为口袋公园的设计与
日常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促
进口袋公园的制度化发展。同时，
强化监管力度，加强技术指导，严

把质量关，确保公园绿地建设品
质，强化公园精细化管理。

创新建设形式，增强公园文化
特色，发挥示范典型作用。目前，
我市口袋公园主要由政府部门投资
建设，在此基础上，继续倡导通过
多种途径来建设实施，综合利用道
路绿地、居住区附属绿地等零星空
间，以及通过新建项目同步实施的
方式，不断扩展口袋公园的建设用
地类型。同时，挖掘公园特色和文
化底蕴，扩大宣传力度，继续开展
口袋公园设计评选，起到示范引领
作用，激发口袋公园建设积极性，
加大口袋公园建设实施力度。

宁波市房屋建筑设计研究院市
政景观院院长雷万雄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
告中提出了‘打造更多引领型、示
范型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的目
标，未来社区归根结底就是为社区
提供人本化、数字化和生态化服
务，其创建共分为九个场景，其中
口袋公园就是九大场景中邻里场景
的一个组成部分。未来，口袋公园
将不局限于提供一个休憩空间，更
多的是将数字化融入口袋公园，给
老百姓提供一个富有体验感的交互
空间。”

为百姓提供
富有体验感的交互空间

海曙区月湖人家小区的口袋公
园建设，则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
经典案例。

月湖人家小区是建成已有 20
多年的老小区，小区各个部位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老化和破损。特别是
进出小区的唯一坡道，由于车流量
大，已变得坑坑洼洼，除了在外观
上对小区形象造成不良影响，也不
利于居民日常出行。

基于这个现状，再加上场地狭
小的原因，月湖街道决定将口袋公
园的概念引入月湖人家小区。经过
设计单位、全过程管理单位和业主
代表共同商议，最终决定在该小区
打造一个富有宁波历史文化气息的
口袋公园。

目前，月湖人家小区口袋公园
改造已基本完成，取名为“合馨庭
院”。从小区室外坡道往上走，一
路上的浮雕展示着宁波的文化地
标，如天一阁、月湖、天封塔、灵
桥等。上了平台之后，映入参观者
眼帘的是盆景区，这里是居民自发
养护的植物栽培地，小区居民一直
有种植盆栽的爱好，如今这项爱好
也构成了口袋公园的一部分。蓝色
流水图样的曲径环绕着公园，楼与
楼之间建立了花廊，休闲椅散布其
间，居民能在闲暇时刻坐下来观赏
美景。后期，这里还准备建造亲子
乐园，给孩子和家长一个家门口的
游玩场所。

据 悉 ， 我 市 于 2018 年 发 布
《宁波市公园绿地街景建设与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做好公
园绿地提升改造，进一步完善“综

合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三
级公园绿地体系。去年，我市又将
口袋公园建设改造作为全市园林绿
化行业年度重点工作，并列入年度
考核工作任务中，通过合理引导，
以评比、方案征集等形式来提高市
民参与度。截至目前，我市已建设
改造悠云公园、庆云公园等口袋公
园上百个，中心城区建成区公园绿
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超过 90%，实现
了 居 民 “ 出 门 见 绿 色 ， 300 米 到
500 米见公园”的基本需求，提升
了居民的幸福感。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中心获悉，
目前，我市按照公园绿地面积最低
400 平方米的建设底线，要求口袋
公园对公众开放，原则上面积为
400 平方米到 1 万平方米，配备有
园路、坐凳等基础设施，满足居民
休憩、游玩的需求。

今年，我市计划建设改造海曙
西湾长者公园、鄞州烈士花园、余
姚武胜桥东侧口袋公园、慈溪上房
路与解放西街口袋公园等 25 个口
袋公园，进一步实现我市口袋公园
的科学高效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
来，我市口袋公园建设卓有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风格比
较单一；部分公园建设与周边环
境、建筑风貌结合不够紧密；一些
公园没有较好地凸显地域特征和历
史文化内涵，主题稍嫌平淡；有的
公园垂直绿化偏少。事实上，国内
还没有关于口袋公园设计和建设的
法律法规，因此，我市的口袋公园
建设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的。

今年我市
将建25个口袋公园

初春的阳光下，缤纷的花朵
悄然绽放。沿着长廊前行，“汇议
亭 ”“ 鹂 香 道 ”“ 草 木 居 ”“ 鹂 之
鸣”等景点一一呈现。这就是白
鹤街道黄鹂社区鹂西走廊，一个
有故事味、乡土味、人情味的口袋
公园。

“以前，这里杂草丛生、垃圾
遍地，如今已蝶变为美丽风景。”
昨日，在这里遛弯的黄鹂社区居
民刘先生，提起鹂西走廊的变化
时赞不绝口。在他身后就是杭深铁
路，隔着一道声屏障，不时有列车
飞驰而过。

曾几何时，这段近 500 米长、
10 米至 30 米宽的铁路沿线地块，
是无人认领的城市“边角料”。每
年 5 月前后，街道和社区会花大
量人力物力进行集中整治，每次
光清运出的垃圾就有上百吨。但是
没过多久，这里又故态复萌、周而
复始。

2020 年年初，社区邀请居民
代表一连开了几次议事会，专题
商 讨这个地块的治理问题——与
过去政府主导或者经费拨付的模

式 不 同 ， 这 次 社 区
直 接 把 项 目 的 主 导
权交到居民手中，让
周 边 居 民 全 程 参 与 共
治共建。

居民的治理热情似乎
一下子被点燃了。大到筹
款、立项、规划，小到选绿
植、铺管道，面对这个“家门
口”的项目，大家似乎有提不完
的意见、说不完的想法。有人愿意
拿出点积蓄，尽点心意；有人要成
立志愿服务团队，负责后续巡逻监
管和养护。

不仅如此，白鹤街道的七八
家共建单位和辖区企业也想加入
这个公益项目。有的部门和单位
愿 意 提 供 旧 火 车 车 厢 和 枕 木 ，
有的可以免费提供绿植，有的
企业打算拿出一定的资金予以
支持⋯⋯

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一
段时间的建设，鹂西走廊被
打造成鄞州全域治理共治共
享的样板，为城区口袋公园
建设提供了鲜活经验。

城市城市““边角料边角料””
蝶变为美丽风景蝶变为美丽风景

慈溪公交公司前口袋公园景色。（市园林中心提供)

▲庆云公园。

◀鹂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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