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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的绿带、滨水区可观还可玩
上海“一江、一河、一带”蓝绿生态网构建成形

“十四五”末
将拥有 50座“环上公园”

临近中午时分，73 岁的邵
惠英从自己所在的东湾小区步

行 5 分钟， 来到西岸自然艺术
公园。走在宽敞的绿色步道上，
周边被郁郁葱葱的绿植包围 ，
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氧吧之

中，好不惬意。
不远处， 新手妈妈张女士

带着自己 1 岁多的宝宝悠闲地
荡着秋千， 欢乐祥和的场景忍
不住让人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眼下， 越来越多的市民已
和邵阿姨、张女士一样，在家门
口附近享有了高品质的生态福

利。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正
全力推进环城生态公园带建

设。去年，上海“环上公园”已达
32 座 ，今明两年 ，上海还将再
建成开放 18 座“环上公园”，并
完成绿道、驿站等配套建设，沿
外环两侧 ，在 “十四五 ”末 “编
织” 出一根造福全城的生态项
链，上面将镶嵌 50 颗 “环上公
园”明珠。

所谓的“环上公园”其实就
是“环城生态公园带”，《上海市
生态空间专项规划 （2021 -
2035）》 提出的构建 “一江、一
河、一带”蓝绿生态网络，其中
“一带”指的就是这个。很快，上
海将由一条外环绿带，串起 50
颗被称为 “珍珠” 的 “环上公

园”。
环城生态公园带的建设 ，

是上海公园城市建设的 “主战
场”。它不仅是市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

求， 更是连接市民与自然的重
要桥梁。

是公园
也是环境教育的博物馆
在建设改造这些环城生态

公园前， 相关部门也聆听了居
民、 学生等各类人群的意见和
建议， 并在公园改造提升之初
就进行了生物多样性“家底”调
查。 没有盲目地为添加新功能
而“大刀阔斧”，坚决不破坏好
不容易“沉淀”下来的自然基底
和生物多样性系统。

这一点，73 岁的邵惠英深
有体会 ，“我之前还提了点建
议， 希望公园能增加一些娱乐
设施、景观设施等，现在都实现
了。 ”在她看来，环上公园的改

造提升、 环城生态公园带的规
划建设， 打开了原本略显封闭
的外环绿带。对市民而言，生态
和绿意变得不仅可观而且可

玩，充分体现了“人民城市”理
念的贯彻落实。

徐汇区绿化市容局联合上

海植物园、上海自然博物馆、华
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 、团
队调研发现，在公园改造前，这
处绿带就有植物近 200 种 ，其
中， 乡土物种比例达到一半以
上，夏季各类访花昆虫超过 50
种。

“公园的生态价值容易被
忽视，其实，良好的自然基底才
是一座公园最大的魅力所在。 ”
徐汇区绿化管理中心公园科科

长孙智婵介绍， 参与调查的各
界人士一致认为， 辖区的这个
“环上公园”定位就是一座为市
民提供自然与环境教育的露天

自然博物馆。
如今， 园内除了利用现有

生境开展自然科普教育活动之

外， 还设置了昆虫主题的儿童
活动设施，刺蛾茧探险、蚯蚓滑
轮场、蝴蝶攀爬装置、千足虫草
坪广场……让孩子逐步了解身
边的昆虫“土著”，激发他们探
索自然的兴趣。

“一江一河”
滨水空间持续扩容
在“生态之城”的建设过程

中，除了有“环上公园”留下的
靓丽身影，还有“一江一河”以
及滨水区公共空间的持续扩

容， 从而促使新质生产力不断
集聚、城市地标陆续涌现。

家住中远两湾城社区的邱

浩庆有空就会来家门口的半马

苏河驿站·1690 党群服务中心
坐坐。 “天热天冷这里都有空
调，还能连着无线手机上网，旁
边就是社区食堂， 吃饭问题都
解决了。 ”邱浩庆告诉记者，自
己是 2006 年搬到了小区，十几

年来， 见证了苏州河两岸的巨
大变化，“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
宜居生活。 ”

可以说 ，随着 “一江一河 ”
的贯通、建设，城市发展、生活
宜居都在江河周边沿线得到了

很好的诠释。 截至 2023 年底，
黄浦江沿岸贯通里程达到 59
公里， 苏州河在实现中心城段
42 公里岸线贯通开放的同时，
水质完成脱胎换骨蜕变， 世博
文化公园、 后滩湿地公园等大
型生态绿地、 滨水公园相继开
放。

在打通 “一江一河” 的同
时，如何更加紧贴市民需求，持
续推动驿站体系打造及功能提

升又成为新一轮建设目标。 据
市住建委黄浦江苏州河发展协

调处副处长陈丽红介绍， 截至
目前，上海的“一江一河”滨水
驿站已达 108 座，“众多滨水区
化身为网红打卡点， 逐渐成为
上海市民休憩娱乐首选地 ，已
经形成宜居、宜业、宜游、宜乐
的现代生活绿色水岸。 ”

下一步， 相关部门还将对
100 余座滨水驿站实施分类改
造，完善软硬件设施，全面拓展
驿站服务项目， 特别针对老弱
病残孕等特殊人群提升服务品

质。 持续完善标识引导和服务
项目公示，扩大应急保障、便民
服务、 储物柜、 洗漱热水覆盖
面，增加轻餐饮供应点和 24 小
时厕所数量， 延长部分驿站开
放时间， 丰富特色活动形式及
数量， 构建起与世界级滨水区
定位相符、 体现中国式现代化
的滨水示范公共服务体系。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娜）日前，“2024 数字化终
身学习国际会议”在上海举
行。 会议以“开放、智能、创
造”为核心理念，聚焦人工智
能、元宇宙等先进技术在终
身学习领域的融合应用，吸
引了来自全球 24 个国家、地
区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全
球数字化终身学习。

会议期间，全球数字化
终身学习联盟的正式启动，
标志着全球教育合作迈入崭

新阶段。 18 家来自全球各地
的联盟单位将通过国际间的

紧密合作与资源共享，共同
致力于推动开放教育与终身

学习的广泛应用与创新发

展， 为全球范围内教育公平
与包容性的提升贡献力量，
努力缩小数字鸿沟。

会上， 上海开放大学发
布了开放学习元宇宙最新场

景以及基于智能体的教学应

用 AI 助手。开放学习元宇宙
涵盖艺术教学、 应急管理实
训、 智能财务、 人工智能课
程、老年认知障碍教学五大元
宇宙教学场景，通过构建体验
式、游戏式、实训式教学方式，
让学生体验更加沉浸丰富的

教学环境。会上发布的基于智
能体的教学应用 AI助手包括
成人英语 AI助手和论文辅导

AI助手，通过与 AI 智能体的
深度集成实现人智协同，可为
每个学习者制定个性化的学

习路径和内容推荐，实现了更
加拟人化、陪伴式、引导式的
教学体验。

本次会议还将围绕 “人
工智能赋能终身学习的技术

与实践”“融合数智技术的创
新创造教育”和“数字化赋能
老年教育”三大主题，开展平
行会议高水平研讨。 来自教
育和技术领域的专家们将深

入探讨前沿技术在教育场景

中的应用， 分享具体实践案
例和成功经验， 为未来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创新方向。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 昨日 ， “人民好声
音 ， 城市软实力 ” ———践

行嘱托五周年上海人民建

议征集成果发布活动在杨

浦区举行 ， 生动展现了上
海市过去五年在人民建议

征集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以及 16 个区在建议征集工
作中各具特色的亮点。

本次活动发布了 2020
至 2024 年杨浦区 “十佳 ”
人民建议转化成果 ， 生动
展现了 “慧从民来 、 惠及
民生 ” 的双向奔赴 ， 立体
诠释了 “人 ” 与 “城 ” 的
相互成就。

现场， 通过案例分享、
居民区书记和外国友人的

即兴发言等 ， 分别就 “城

市更新·宜居生活暖人心 ”
“公园开放·水上运动新趋
势” 和 “数字经济·骑手友
好新社区” 三个话题进行交
流互动， 展示了如何通过社
区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方式

在城市发展和民生实事等方

方面面寻求 “最优解”。
近年来， 上海通过广泛

征集人民建议， 将一大批人
民群众的 “金点子” 转化为
城市治理的 “金钥匙”。 如
今， 上海全市各区都有了人
民建议征集办， 不断织密线
上线下、 多元立体的征集网
络， 推动征集渠道进社区、
进企业、 进高校、 进机关，
将征集体系融入全市 6500
多个村居的 “家门口” 服务
体系。

努力缩小数字鸿沟
全球数字化终身学习联盟正式启动

百姓“金点子”提升城市软实力

上海人民建议征集成果发布

“十四五”末，上海将“编
织” 出一根造福全城的生态
项链，50 颗“环上公园”明珠
逐一镶嵌； 以便民惠民为原
则， 形成兼顾游憩与生活功
能的服务设施体系，上海“一
江一河” 滨水驿站已达 108
座……昨日，记者从“我们的
人民城市” 系列专题采访中
了解到，五年来，上海不断贯
彻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生态
之城”初步成形。

居民们在家门口附近享有了高品质的生态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