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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郑州看全国”系列采访活动——深圳站

园林城市篇

“住在深圳就像住在花园里一样”
每年将会新增10个社区公园

让所有深圳人“推窗见景，出门进园”

每天中午，家住福田区的陈大爷都会跟老伴儿一起出门遛弯，这已经成为他们每日例行的户外活动。
“只要天气条件可以的话，几乎每天都会去皇岗公园散步。”62岁的陈大爷老家在山东，到深圳有5个年头儿了，“现

在非常习惯深圳的生活了”。
谈起深圳的公园，陈大爷如数家珍。“深圳的公园真多，几乎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社区公园，平时孩子还会开车送我

到植物园、梧桐山等逛逛。深圳环境漂亮，到处都是绿色，空气清新，街道到处都能听见鸟叫。”
“住在深圳就像住在一个花园里一样，很舒服！”
陈大爷的感触只是深圳打造公园之城的一个缩影。据悉，深圳自1994年以来，分别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

化模范城市”、“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示范市”、全国“十佳绿色城市”等几乎所有的称号。 晚报记者 薛璐/文 周甬/图

规划
强化规划对城市建设的引导
“规划先行，强化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建设

的引导调控作用。这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一般规
律，也是深圳20多年推进城市生态园林绿化环
境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深圳城市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胡振华介
绍，在创建卫生城市的过程中，深圳坚持把环境
建设和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深圳的
城市建设中，我们是规划先行，先后进行了3次
园林绿化系统的修编和调整，抛弃了传统的先
发展、后治理模式。历届的市委、市政府都坚持
这个原则，把环境优化和促进经济发展有机地
统筹在一起，在保护环境、规划环境的前提下发
展经济”。

为了避免高污染企业对城市生态的破坏，
深圳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产业调整，把
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和物流业打造
成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这样就避免了一些高
污染、高能耗项目在深圳的落地。“目前，四大支
柱产业将占据深圳经济的一半以上。其次在配
套政策上，我们优先发展循环经济，政府专门出
台了深圳特区循环经济的促进条例，鼓励循环
经济的发展。”

理念
三级公园建设体系

在深圳采访的几天时间里，给人印象最深
刻的莫过于晨练的方便。

我们住宿的宾馆对面就是深圳市的市区公
园——荔枝公园，距离不过10余分钟路程。早上
五六点钟，公园里到处都是正在锻炼的深圳人，跳
舞、扭秧歌、打太极拳等，享受春天里晨练的乐趣。

“去年，深圳出台了《深圳市人居环境工作
纲要》，提出每年将会新增10个社区公园，到时
候，所有的深圳市民‘推窗见景，出门进园’，不
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公园的乐趣，深圳将成为真
正的公园之城。”胡振华说。

截至2009年底，深圳市有各类公园653个，
其中市级公园 33 个，区级公园 9个，社区公园
567个，综合公园17个，专题公园9个，主题公园
15个，郊野公园3个。已建成区公园绿地总面积
20462.99公顷，人均绿地面积为16.4平方米。

深圳在打造“公园之城”的目标中提出，在
公园分布上，保证市民居住地 2公里范围内有
园林小游园或社区公园；5公里范围内有休闲游
览的大型综合性城市公园；10公里范围内有供市
民回归自然和登山锻炼的郊野公园，30公里至50
公里范围内，有供市民度假休闲的大型风景区。

“深圳打造公园之城，基本上是两翼伸展，
并且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社区公园，就是
把我们一些可用的绿地，住宅区边角的地方都
拿出来，见缝插绿，绿化成小公园，叫社区公园，
这样市民开窗都能看见绿。一个是向外延扩
展，把深圳的近郊山体绿地转化成郊野公园，发
展市政公园之余还有郊野公园、森林公园，满足
公民郊游的需要，现在人口越来越多，市内绿地
已经没法满足需要，通过这些才能把绿延伸下
来。”胡振华说。

目前，深圳已经构建“森林（郊野）公园——
综合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公园建设体
系。“一方面，从生态空间资源保护，居民长假出
行的游憩康乐活动需要出发，将背景山林、近郊
山体建成森林公园或郊野公园；另一方面，从居
民日常游憩康乐活动的需求出发，广泛建设社
区公园。同时，加大对综合城市公园的建设力
度，形成‘森林（郊野）公园——综合城市公园
——社区公园’三级公园建设体系。”

深圳属于狭长形城市，如何合理安排城市的
空间布局，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最大化地实现绿
化成了首要的难题。

在城市规划方面，深圳市提出的“网状的、组
团式网状的空间结构”，这种结构有效地避免了
城市一种单核的发展模式。“如果城市是单核发
展的话，它很容易形成一个中心，交通是很大的
问题，要到内核去办事，多有不便。”

胡振华说，深圳的组团式网状结构，在城市

组团之间布置了城市绿化隔离带，用城市干道两
侧的绿化带将市区的大小公园串联起来，将逐渐
岛状化的大型生物栖息地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了
连续的绿地网络系统。“深圳在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方面，修订了两次绿地系统规划，对城市的绿
地作了统筹安排。最重要的是划定了一个基本
生态控制线，我们又把49.99%、接近一半的土地
划为生态控制用地，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城市整个
大环境下的生态背景。”

上个月，深圳罗湖区发布了在全区倡议社会
绿化认养行动的倡议书。

根据倡议书，每一个社会团体、企业和市民
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多种一棵树，多添一片
绿。罗湖区相关部门将建立配套的奖励和淘汰
机制。同时，罗湖区将把社会认养的范围逐步
扩大至政府公共管理的其他领域，如认养市政
设施、认养流浪宠物、认养小区或道路卫生等，
以带动更多的单位和个人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
务管理。

这在深圳并不是个案。
截至4月18日，罗湖区认养公共绿地的企业

共有 61家，认养范围遍布罗湖区各个街道绿地
和社区公园。而早在去年，罗湖区就试行与深圳
古玩城签订首个“认养”协议。一年多来，企业认
养的新秀社区公园得到了良好照料，周围两万多
居民也因此受益。

“目前，深圳园林绿化行业已实行‘政府履行

监管职能、购买服务、市场配置资源、企业运作’
的政策，为促进城市园林绿化发展提供了组织保
障、智力支撑和经费支持。”胡振华说，上个世纪
90年代起，深圳开始绿化市场化管理，所有道路
的绿化、绿化带、公园的绿化、公园的保安、清洁
卫生，全部推向市场，“由政府给出每天每平方米
绿化带管理的指导价，每平方米 5~7元，企业竞
标上岗管理，到2003年前后，城市绿化几乎全部
实现市场化。”

胡振华说，绿化带管养、管理养护推向市场，
相当于政府购买服务，公费直接养市，城市绿化
管理被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执行运作层，一个
是监督管理层。政府监督管理，企业去运作，有
利于节约成本，而且社会化分工更细。“在经费保
障上，深圳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把绿化费用纳入政府部门预算，
安排足量的建设、维护、改造和管理经费，实施特
区内外城市管理一体化战略。”

缩影
城市绿道网

走在深圳区域绿道 2 号线的路
上，整个人顿感轻松舒畅。周围绿树
成荫，鸟语花香，山海风光无限好。周
末，或邀几个好友一同登山赏花，也可
携家人前往，郊游、散步、跑步锻炼都可
一并解决。

这只是深圳城市绿道网的一个缩
影。

深圳“城市绿道”分为滨海风情绿
道、山海风光绿道、滨河休闲绿道、都
市活力绿道四种类型，共 25条线路，总
长度约 500 公里。其中，2 条滨海风
情绿道为线索，可以凸显城市滨海特
质；16 条山海风光绿道为纽带，可以
沟通山海、强化山——海——城市特
色体验；6条滨河休闲绿道，可以提升
城市生态与环境品质；1条都市活力绿
道脉络，可以展示都市活力，倡导绿色
生活理念。

“深圳提出了构建区域绿道、城市
绿道和社区绿道的三级绿道网理念。

‘十二五’期间，深圳将建设约 500公里
的城市绿道和约 1200 公里的社区绿
道，使绿道网总长达到 2000 公里。届
时，深圳可实现全市平均每平方公里
有 1公里绿道，市民 5分钟可达社区绿
道，15 分钟可达城市绿道，30~45 分钟
可达区域绿道。到时候，市民可以不
出社区就找到绿道口，不花钱就能找
到游玩和接触大自然的地方。”胡振
华说。

格局 合理安排城市的空间布局

措施 政府监管，企业运作

深圳市内绿树成荫。深圳市内绿树成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