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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聚焦丽水的公园聚焦丽水的公园

■■本期策划主题本期策划主题

在公园在公园

，，邂逅理想的生活邂逅理想的生活

如今，随着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似乎日常
的一切都在被城市高速发展带动着。能在家
门口找到一小片绿色的空间，与家人朋友漫
步在树荫下，感受阳光带来的温暖，让时间

“慢”下来，就越发显得弥足珍贵了。“口袋公
园”正是这样的好去处，无论是对于时间充裕
的老人和儿童，还是匆忙奔波的上班族，都能
于不经意间在转角处遇到这么一方天地，得
到“充电”与释放。

丽水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拓展绿色活
动空间、完善城市绿地功能，让市民充分享受
绿色福祉为出发点，结合“口袋公园”的生态
性、功能性、景观性和文化性，将新发展理念
融入“口袋公园”建设中，有效提升了城市品
位。

近年来，丽水在中心城区利用绿线内城
市拆迁腾退地和边角地、废弃地、闲置地和现
有小游园、微绿地改建“口袋公园”10 多个，既
增强了市民游园的便利性，又让市民拥有了
更多绿色获得感，乐享高品质的幸福生活。

建好口袋公园，丽水巧用匠心——避免
大拆大建，推行微改造。在繁华街头，通过拆
除违章搭盖、违章建筑还绿于民，同时将政府
土储用地、企业闲置地块等进行改造。比如
利用内河、绿道开阔地带和成片的闲置地来
打造口袋公园，对现状大树和长势良好的树
木就地保留不折腾，长势不良的树木则移植
到苗圃继续培育或作为在建绿地的背景林再
利用，做到少花钱、巧用劲、见成效。

截至目前，丽水市区已有 100 多处口袋公
园，下一步，丽水还将在街头巷尾开展增绿、
补绿和护绿行动，打造一批口袋公园服务百
姓生活，提升城市环境品质。

少花钱、巧用劲、见成效
■本报记者 刘淑芳

“走出家门是公园。”近年来，口袋公园如玉珠般散落在丽水大
街小巷，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更融入了城市“基因”，传承记载
了城市记忆，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十四五’期间，丽水将全面形成‘出门见绿’的绿色生活圈，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 90%以上。其中，新建、改建以微园林
景观建设为本质的口袋公园，成为了丽水回应民生关切、做优做美
城市宜居生态环境的行动。”据丽水市园林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中心城区“口袋公园”新建、改建工程不断推进，许多城市
边角“零碎地”通过留白增绿、见缝插绿等方式，打造出一个个紧凑
而多样的城市绿色敞开空间，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休闲锻炼的好去
处，还成为了市民身边的“诗和远方”。

“口袋”里见“山水”
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市区丽阳街南侧、人民医院城东院区以东的区域，一个以香
樟为主题的口袋公园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审批。

这片区域内的樟树林，是丽水中心城区唯一一处原生态樟树
群，主群落加上周边散生樟树，一共 44棵。在主群落，29棵樟树比
肩而立，枝繁叶茂，从空中俯瞰，好似繁华城市中央的一片绿洲。
距主群落 50 米处，有一棵古樟树，树干粗得需要三四个人合抱，当
地人说，这树已有三百年树龄。

透过这个即将诞生的口袋公园，可以感受到生态文明理念在丽
水的深入人心。2018年 11月，因和平路道路工程建设，这片樟树群
被列入规划红线范围，原计划于去年 4月底前移植至丽水寿元湖公
园绿地内。在民间爱树人士的呼吁下，政府决定改变和平道路工程
规划设计，对凉塘村樟树群进行原址保护，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一
个香樟公园。

从移树到留树，是关于一片树林的故事，更是一座城市的精神
写照。“生态是丽水最大的优势，我们选择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发挥生态集约优势，借景美城。”丽水市园林管理中心项目
建设管理科科长刘治君说，一个个小而精的口袋公园，同样是丽水
展示生态文明理念的窗口。

在位于灯塔街与城东路交叉口南侧的东西两个地块，一个以蕨
类、苔藓植物为主题的专类口袋公园即将面世。这里的草皮不同于
普通公园，是由一簇簇如绿毯般的苔藓和各类蕨类植物构成的，以
深浅不一的造型勾勒层峦叠翠的视觉效果，宛如微缩版的秀山丽
水。特色植物在城市景观中的运用，不仅丰富了题材，更诠释了生
态产品价值的转换，展现了“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原生态特
色魅力。

在大洋路南端，囿山路—大猷街段也有一处漂亮的口袋公园，
绿地面积不过 509.6平方米，却将大洋河畔全冠精品悬铃木随风摇
曳的美景尽收其中，令人心旷神怡。这个结合内河景观呈现山水相
依风貌的口袋公园，如提升城市活力和气质的点睛之笔，让市民在
家门口便能体味获得感、幸福感。

此外，结合城市慢道建设、山体保护等景观的口袋公园同样层
出不穷：

市区绕城线（紫金互通—丽阳街）绿道及景观提升工程，是在原
有绕城线绿道的基础上，对绕城线段进行改造，让无数可供人休憩
的口袋公园盛放这条绿道上。

在缙云县旭山东北角，移除了过于拥挤的乔灌木，堆叠独具巧
思的景石之后，原本杂乱无章的植被景观变得错落有致。这个口袋
公园里还栽植了 20多种绣球花、20余种杜鹃以及兰花三七、白芨、
银边石菖蒲等花境植物，让城市“边角地”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

推窗见绿，转角就能遇见美。一个个口袋公园，正是“让城市融
入花园、让花园拥抱城市”的真实写照。

“口袋”里寄乡愁
唤醒城市历史文化记忆

在丽青路与宇雷路交叉口，有一个迷你型小公园，是丽水最具
代表性的口袋公园。

这里的树木挂有铭牌，注明了它的老家方位；这里的路面选用
的砌材，是旧时房顶的瓦片；这里的门楼古色古香，同样由精选的
老物件构成⋯⋯公园里的花卉、植物和砖石，几乎都来自丽水江滨
老旧小区拆迁户的捐赠，寄托着浓郁的乡愁，故名“乡恋园”。

一草一木皆含情，一砖一瓦都有意。多年过去，江滨老旧小区
已成为历史，乡恋园的草木却日益繁盛。这里也成为了老街坊们最

钟情的休憩之所。
在提升城市景观、改善城市功能、完善绿地系统的同时，众多口

袋公园融入了本地历史、乡土文化等元素，便于丽水人前来寻找故
居的记忆、重拾历史的点滴——这是口袋公园呈现的另一种功能。

在龙泉市区，有一条老街叫华楼街，街的南面，静立着一棵老樟
树。这棵老樟伫立于此已超过 900年，默默站成了一道风景。六年
前，老樟有了自己的“院子”——树的周围被精心砌出断垣残壁的景
致。后来，它又有了自己的“部落”——身前多了两排行道树，旁边
还建起了一个小园林。

这个别致的“城中之院”，成为龙泉人寄托乡愁的地方。每天，
人们从四面八方走来，聚集在樟树下休憩谈天，风雨无阻。今年 96
岁的罗家琴，最喜欢坐在樟树下的围栏边，静静与树相对。“从前这
里的房子很矮，樟树很高。”罗家琴告诉记者，过去，树的躯干斜斜
地伸出，底部被一个板棚包住。在这个板棚前，有人支着一个小
摊，卖孩子们爱吃的萝卜条、杨梅干之类的零食。当时，人们习惯
于称这里为“樟树下”，著名的“樟树下”杨梅干，就得名于此。

“这个香樟公园不仅是一个公园。”在罗家琴他们看来，老樟是
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活文物”，还是大伙儿最敬重的亲人，“来到
这里，可以触摸乡愁。”

除了乡愁记忆，口袋公园也让丽水人的历史文化记忆得以延
续。

市区囿山路—中山街口有个小游园，约 700平方米的面积虽不
大，但充分融合了本地历史建筑的文化元素和形式，以丽水老式庭
院为蓝本，重现天井和“红砖路”，把原本杂乱的空地改造成一处有
文化特色的公共空间。

庆元县的菇乡文化园，则集中展示菇神吴三公、剁花法、香菇功
夫、二都戏等香菇文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激活口袋公园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寻常
生活中唤醒丽水人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使其更有生活气息、特
色魅力。”刘治君说。

“口袋”里装幸福
尽享“有温度”的邻里生活

以前，由于在家附近找不到适合遛娃的场所，家住东银苑小区
附近的吴艳，每到周末都会带着孩子到数码城附近的小转盘游玩。

前不久，她回家路过飞鹤大厦时，偶然发现大厦旁边新增了一
处小公园。这里把原来的封闭花坛改造成了树阵广场，休闲坐凳、
绿植草地、景观小品、活动空间一应俱全，“有了这个小公园，每天
在家门口就能带着孩子遛弯了，真好！”吴艳说。

前不久，重新“装修”了一番的人民街白杨林口袋公园正式投入
使用。这里原先是一片防护林，去年建设园林部门通过重新改造，
合理布置园路，添置了休息座椅，种上了花卉灌木，改建了游乐健
身设施，让这里成为了周边居民的乐园。

在人民街与中山街交汇处附近的口袋公园，则围绕着一棵大树
做起了“文章”——一圈坐凳以大树为中心构成圆环，整体形成了一
处独特而静谧的景致。待树叶丰茂时，人们便可坐在树下乘凉，既能
欣赏人造景观，还能与公园融为一体，给喧哗的城市带来一份轻松和
安逸。

在丽水市区，100多个口袋公园遍布城区的角角落落。“口袋公
园也称袖珍公园，常呈斑块状散落或隐藏在城市结构中，选址灵
活、面积小、离散性分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城市环境，服务
市民。”刘治君说，一些街头绿地经过改造，逐渐形成了点线面结
合、大中小配套、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的公园景点体系，既弥补了老
城区绿化严重不足的状况，又较好地改善了市民的居住环境。除
此，口袋公园还通过林下空间微改造，打造集滑梯、攀爬台、观景
台、秋千、健身器、动植物科普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游乐园。

“口袋公园”是城市景观的配角，但从市民的视角出发，却是城
市生活的主角。城市建设，让人住进了林立的高楼，提高了居家品
质，淡化了邻里人情。而现在，城市口袋公园的遍地开花，重新连
接起人们沟通交流的纽带，使邻里间再度寻回温情时光。

“我在这个小公园里认识了很多朋友，现在只要天气好，大伙儿
就不约而同地到这散步、聊天。这里的绿化好、环境好，我们打心
眼儿里喜欢。”在接官亭小区位于城北街的出入口，过去普通的绿
地上演“变形记”，成为花木繁盛、精巧雅致的口袋公园。作为公园
的“常客”，在小区内经营着一家文印店的付会娟看在眼里，喜在心
上。

■本报记者 刘淑芳 通讯员 麻安翊

转角遇见方寸之美
口袋公园口袋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