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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

绿色出行须供需两端发力

城 市 绿 化 多 种 树
黄小东

到 2020 年，我国将建成 6 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200 个国家森林城市——

城 在 林 中 梦 正 圆
本报记者 黄俊毅

社区智慧 居民省心

“一迳抱幽山，居然城市

间。”古人的诗句道出了城中

见绿的喜悦之情。建设森林

城市，既能将生态宜居的环

境搬进繁华闹市，更为城市

增添无穷魅力——

本报讯 记者许红洲报道：住房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倪虹日前在 2016 年绿色出行宣传活动启
动仪式上表示，当前我国“城市病”中的交通拥堵
日益凸显，必须下大气力解决。从国内外实践看，
缓解交通拥堵，根本出路还是要完善供给侧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需求端群众合理出行，大力发
展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等绿色交通。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到 2020 年，超
大、特大城市公共交通分担率达到 40%以上，大
城市达到 30%以上，中小城市达到 20%以上。倪
虹表示，这一任务虽然艰巨，但通过加强规划调
控、完善规范标准、制定有关政策等措施，推进城
市道路系统建设，有望补齐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短
板。倪虹说，绿色交通的发展，离不开广大市民的
充分认可、热情参与和积极行动。让大家在喜闻
乐见、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中体验绿色交通，有助
于将绿色出行内化为自觉意识、落实为自觉行为、
变成生活习惯。

绿色出行宣传活动由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
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联合主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城市公共交通优
先发展战略，倡导绿色、安全、文明出行。

开展森林城市创建，是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118 个城市建成国家森林城市，有 80 多个
城市正在开展创建活动，有 13 个省份开展
了省级森林城市创建。那么，森林城市怎
么建呢？

城里城外都要绿

清晨，江苏常州市新北区藻江河边的
环城绿道上，到处都是健身的市民。就在
几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采砂场、垃圾堆，
如今，经过整治，种上了树木，改建成了城
市绿道。

常州地处长江之南、太湖之滨，与上
海、南京等距相望。最近几年，常州市全
面推进森林城市建设，通过实施森林生态
屏障、城乡绿色家园、生态景观廊道、生物
多样性保护、森林质量提升、生态绿城六
大工程，完成西太湖、天目湖、钱资湖等重
要水源地环湖健康绿道建设 1 万亩，建设
绿色通道、水岸生态廊道 2.5 万亩，增绿 4
万亩、连网 590 公里，城市生态焕然一新。

“无论国道省道，条条都是绿色通道；不管
道口路口，个个都是绿色窗口。”常州市副
市长张耀刚说。

如今生活在常州，推窗就能见绿，出
门就能进园，出行几百米就有休闲绿地，
居民生活很惬意。

“城市中心区经济活动频繁，人口高
度密集，是最需要绿又最缺少绿的地方。
创建森林城市，必须着力推进城市内绿
化，使城市适宜绿化的地方都绿起来。”国
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说。

环保部门数据显示，我国大型城市
中，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的不
足 1%，是污染的重灾区。要从根本上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首先就必须搞好城市内绿
化，将森林科学合理地融入城市，形成林
在城中、城在林中的景象。

城市楼多地少、寸土寸金，如何造林
绿化呢？张建龙认为，可利用街边空地和
裸露地块，积极发展以林木为主、便民实
用的街心公园、小游园、小绿地，增加市民
休闲活动空间；可开展森林单位、森林家
园等形式多样的创建活动，推进森林进单
位庭院、进居住区、进学校，实现居民身边
增绿；可采取屋顶、墙体、桥体等立体绿化
方式，拓展城市绿化空间，增添绿色景观
效果。

不仅是城里要绿，城市周边也要绿
化，办法是打造环城森林带，推进城市周
边绿化，构建环城森林生态屏障。

在著名煤城徐州，市郊有一处金龙湖
宕口，以前是矿坑，岩体裸露，寸草不生。
最近几年，通过积极推进生态修复，废弃
矿坑被建成金龙湖宕口公园，成为徐州市
区的绿色生态屏障。

徐州市林业局局长陈建领告诉记者，

徐州市有 900 多座采矿宕口，通过挂网喷
播、覆土植绿、山体造景等办法，这几年植
绿 2.5 万 亩 ，整 治 山 体 超 过 200 万 平 方
米。目前全市 35 万亩采煤塌陷区中，已建
成生态湿地 15 万亩，栽植陆生水生植物近
10 万亩，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的有机统一。

“城市周边荒山荒地、矿区废弃地，以
及城乡接合部不宜耕作土地，都可以用来
绿化造林，建设大尺度的环城片林。城市
周边自然山体、水体是城市的生态屏障，
更要因地制宜建设森林公园、湿地公园、
郊野公园等，形成环城森林绿地系统。城
市周边公路、铁路两旁以及沿江、沿河两
岸，都要建设群落式林带，形成林路相依、
林水相依的生态景观林带。”张建龙说。

自然的才是最好的

最近 3年，山东省枣庄市累计投资近 3
亿元，完成城市周边山体绿化 2100 公顷，
建成环城国家生态公园。“环城国家生态
公园有侧柏、青檀、臭椿、皂荚、花椒等木
本植物 62 科 126 属 217 种。我们不搞奇
花异草，种的都是乡土树种，易成活，管护
成本也比较低。”枣庄市林业局局长龙厚
宏说。

在森林城市建设中，国家林业局倡导
以本地天然森林群落为参照，来选定造林
树种、确定造林模式和管护措施。具体地
讲就是“三化”：首先是造林树种本地化，
明确乡土树种的使用比重不得少于 80%；
其次是森林绿地配置的多样化，形成乔灌
草复层结构和组团分布；第三是管护措施
的近自然化，避免过度的人为干预。“森林
城市建设要遵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通
过人工方式打造出近自然的城市森林。”
张建龙说。

从本质上看，森林城市建设是对城市
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和完善，这就决定
了既要将“造绿”摆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又
要统筹兼顾湿地保护、河流治理、防沙治
沙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等，使各种自然生态
系统通过森林城市建设实现有机统一、协
调发展。

积极建设森林城市群，也是森林城市
建设有机统一、协调发展的必要方式。随
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大型城市

群逐步形成，规模最大的包括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这些地区人口高度聚集，
城市分布密集，一方面对生态承载力的要
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生态碎片化问题越
来越突出，迫切需要通过推进城市群绿
化，将城市之间散落的绿化区域和生态系
统串联起来。张建龙认为，推进城市群绿
化，关键是要依托山脉、水系、路网、林地
等要素，通过生态廊道建设和城市绿化，
实现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互连互通。国
家层面要重点推进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
设，在城市之间着力打造成片的森林、湿
地，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
保障。各省区市也要选择一些森林城市
建设具有一定基础、城市与城市之间距离
较短的区域，着力开展城市群绿化。

“今后，凡是申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的城市，所辖县市区原则上应该都是省级
森林城市。”张建龙说。按照国家林业局
规划，到 2020 年，我国将建成 6 个国家级
森林城市群、200 个国家森林城市、1000
个示范森林村镇。

绿色理念将深入人心

9 月 26 日下午，辽宁省本溪市高级中

学几百名同学正在操场上活动。操场边，
一大片小柳树正舒展着绿叶。这些柳树
都是最近几年毕业生亲手种下的，树上挂
着的小牌子记录着植树人。“同学们离校
前都要种下小树，给母校留个纪念。”该校
副校长张俊华说。

“城市森林是公共生态产品，要搞好
对市民和社会团体特别是青少年和生态
公益组织的宣传，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
与建设。”张建龙说。宣传内容要丰富、生
动，手段要多样，在用好报纸、广播、电视
等传统媒体的同时，还可广泛运用网络、
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另外通
过市民问卷调查、发放知识手册、投放车
体广告、开展生态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
引导社会公众了解森林城市，积极参与森
林城市建设。

除了宣传，还可建设森林博物馆、标
本馆、科普长廊、生态标识等生态文化基
础设施，以及遍及城乡的绿道网络和生态
服务设施，挖掘竹文化、花文化、茶文化、
古树名木文化的内涵。还可开展市树市
花评选、植纪念林、树木认养认建、森林摄
影创作等群众体验式活动，传播森林文化
知识，激发人们关注森林、保护森林、发展
森林的责任感。

修建整齐的大草坪，曾是城市绿化的

潮流。如今，建设森林城市提倡多种树。

有人不禁要问，该怎么做。

铺草坪胜在见效快，只要松松土，铺上

草皮，浇浇水，裸地立马变成绿地，绿化效

果立竿见影。而种树，先要挖坑，然后移

栽、培土、浇水。树苗种下去，需要持续几

年精心管护，才能保证成活。从观赏性上

讲，草坪整齐亮眼，似乎也优于树木。

不过，从长期养护成本看，草坪成本高

昂，在旱季或干旱地区需要经常浇水。树

则不然，树根会下扎，顺着砂砾、石缝扎到

大地深处汲取水分。

从生态效益看，一棵乔木吸收空气中

污染颗粒物能力是相同投影面积草坪的 3

倍以上，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的能力则

是 5 倍以上。另外，林木可以减缓地表风

速，阻挡沙尘，而草坪对此无能为力。

从节约水资源方面看，浙江林学院曾

将常见的“日本地毯”式草坪与红叶石楠树

做比对试验，发现每平方米草坪一年需

“喝”水两吨，而每平方米红叶石楠一年

“喝”水只需要半吨。我国许多城市严重缺

水，草坪耗水过高，显然难以持续。

当然，提倡种树并不是说不能铺草

坪。植物生长和自然生态系统演替有一定

的客观规律，推进城市绿化必须按自然规

律办事，宜树则树，宜草则草。不过在城市

绿化手段的选择上，还是可以精细规划，综

合考量，选取最适合的方案。

大 都 市 ，似 乎 总 是 与 喧 嚣 联 系 在 一

起。但是，交通噪声、工业噪声、建筑施工

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等城市噪声已成为城

市环境的一大公害。

就以笔者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为

例，为了建地铁修管道，柏油路一会儿挖

开，一会儿填上，为了城市建设，这些都不

算什么。但眼看着地铁站已开通大半年

了，三个通道口也投入使用了，让人看不懂

的是，可怜的马路最近又多次被“开膛破

肚”，修好的一半路成了停车场，好好的六

车道变成了四车道，每到上下班高峰期，这

里成了拥堵、剐蹭的高发区。各种机器对

修好的路面又锤又打，过往路人避之不及。

还有路边的商铺。尤其在夏天的傍

晚，总有高分贝的喇叭不停地叫卖，“本店

拆迁甩卖，所有商品一律十元，走过路过不

要错过”“好消息，好消息，本店新推出商品

某某”等等，越是声嘶力竭，越是浇灭了购

买的兴趣。还有一家倒还有点儿情调，主

放音乐，要么是邓丽君的老歌一遍遍放，要

么是“小苹果”给路人洗脑，隔着窗也能让

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不免对店主有

些微词。

再听听就是汽车喇叭声了。北京是个

拥堵的城市，每到上下班高峰，很多环线堵

成了停车场。堵车，司机难免焦躁。您瞧，

这边已经堵死了，那位司机还在频频按喇

叭，烦躁之情溢于笛声。有的甚至与骑车

的隔窗对骂起来，“你要不要命了？”“你怎

么开车的？”这倒让我想起那句话，“急，您

从上面飞过去”。既然飞不了，不妨多点儿

耐心，下班路上也不用这么闹心了。

夜幕降临，出门遛弯。护城河畔，小公

园里，唱歌跳舞的人怡然自得。唱唱歌，跳

跳广场舞，健身快乐，看着也很开心。但请

注意音乐的分贝，为什么总有与广场舞大

妈发生冲突的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噪

音影响了别人正常的生活。一天，笔者在

护城河边散步，发现河边居然有两位歌者

在“打擂”，都带着电子扩音器，这边在高唱

草原的歌谣，那边在吟唱青藏高原，两边声

音都不小，远远听去，仿佛成了和声，真是

有趣。

城市，使生活更美好。各种噪音、杂

音，却让美好的感受大打折扣。朋友圈里，

经常看到友人因楼上频繁的装修声恨不能

撞墙，这份痛苦，我感同身受。

曾听过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周海宏教

授的讲座，他给我们看了一组视频，在医

院、地下通道、广场等公共场所，各种噪音、

杂音让人头昏脑涨，情绪焦躁。因为烦躁，

人与人之间有一点小摩擦就火冒三丈，小

问题会变成大冲突。同样的场景，换成了

背景轻音乐，在美妙的乐曲声中，人的心情

变得轻松，行动变得优雅。我相信，此举对

社会治安、心态平衡大有裨益。这并非周

教授幻想，在公共场合播放古典音乐早已

成为国外一些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不少地

区还取得了减少暴力、预防犯罪、防止轻生

等效果。北京地铁 10 条线路的 160 个车站

每天有 5 个时段播放由国家大剧院古典音

乐频道提供的音乐作品，优雅的背景音乐

舒缓了旅客紧张疲惫的情绪。

古人云，“宁静以致远”。周教授的梦

想不知何时能实现，我们只希望，从每个人

做起，从每一天做起，尽量少给自己生活的

城市制造噪音。同时，城市管理者以更细

化的噪音管理办法管好我们的公共空间，

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多一分宁静，多一些

轻松。

让 都 市 多 一 分 宁 静
王 晋

智慧社区建设为各类组织、公众搭建舞台。

随着“最后一公里”服务的打通，江苏徐州市
鼓楼区居民开始享用智慧社区服务，全区 370 多
个社区实现全覆盖。通过打造整合政务服务、物
业服务、生活服务、邻里服务、公益服务等为一体
的“社区家”公共服务平台，鼓楼区不断助推社区
治理、运作的智能化。 雍 君摄影报道

住户用手机扫微信代码，门禁就可自动开闭。

市民满女士展示“社区家”公共服务平台。

△ 两位市民在北京大

运河森林公园骑行。该园内

栽种了 40 余万株树木，是北

京城市副中心的天然氧吧。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 西安市临潼区通过

实施骊山北麓植被恢复工

程，将昔日荒山变成了城市

森林公园。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