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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傍晚，在北京西城区城市主干道旁
的西单体育游园，居民们散步聊天、小朋友们欢
快玩耍，好不热闹。“这里离家不远，环境好，还
有篮球场、骑行设施，健身休闲两不误！”北京市
民栗女士说。

将体育活动设施与园林景观相融合，同时
突出智慧科技特色，这个 2021年底建成的口袋
公园，已成为市民日常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

作为建设用地紧张、人口密度大的北京
老城区，北京西城区将绿化重点放在打造绿
地口袋公园、挖掘小微绿地上，利用零散地
块、闲置地、边角地和拆违空地等资源推进绿
化建设。

在上海徐汇区天平路街道，浓密的绿树和
草坪、复古的欧式喷泉、双坡红瓦屋面……一座
近百年独立花园洋房的附属绿地，成了市民和
游客纳凉消暑的好去处。

“我们理解并支持‘拆墙见绿’，配合相关单
位将内部使用的几乎所有的花园和草坪对外开
放，变成市民和游客可以随时游玩的口袋公
园。”上海体育科研所相关负责人说。

“见缝插绿”“拆违补绿”“拆墙见绿”，近年
来，各地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推进口袋公园建
设。一个个口袋公园、微绿地宛如镶嵌在城市
上的一颗颗翠珠，绘就城市高质量发展最美的
底色。

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22年中
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显示，全国 100余个城市
开展了国家园林城市建设，全国各地建设口袋
公园3520个。

在吉林省长春市街道两旁，栽植着13000多
株黑松。这些能在严寒中保持深绿的树木，为城
市增添生机活力。但随着城市建设发展等因素的
影响，一些黑松出现树势衰弱、针叶发黄等现象。

对此，长春市林业和园林局进行调研分析
和数据监测，通过撤除超高土、早春浇灌返青
水、浇灌根系复壮液等根系修复措施及树冠清
洗、施叶面肥等针叶修复措施对黑松开展复壮，
目前95%以上的黑松长势明显好转。

做实科学精细管理，科技赋能让城市绿化
不断跑出“加速度”。

在河南，漯河市采用化学方式、物理方式以
及“三层立体防治法”等措施综合防治杨柳飞
絮；在新疆，常年干旱少雨的石河子市坚持以乔
木为主，推广应用乔灌草复层结构，采用滴灌、
微喷、喷灌等节水设施减少渗漏和蒸发损失，昔
日戈壁荒原逐渐蜕变成绿洲城市。

下足“绣花”功夫，赋能科研创新，施以精细
化管理服务，才能更好地提升城市绿化品质。

八月“羊城”，广州市民王蕊一家来到广州
珠江公园搭帐篷。“早就听说公园开放了草坪可
以搭帐篷，这里有小瀑布、沙池，挺适合遛娃。”
王蕊说。从“禁止入内”到“沉浸体验”，截至目
前，广州已开放绿地草坪及林下空间逾110个。

为应对开放空间拓展带来的草坪管理、秩序管
理等压力，广州相关部门开展问卷调查，科学规划草
坪开放区域和时间，并采取草坪轮换制和游客预约
制等管理机制。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研究
所所长曾德雄说，职能部门不断吸收合理的意见建
议、完善管理指引，体现了城市治理的温度。

古树承载着记忆与乡愁，如何对古树名木
进行科学系统保护？

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白果
村，只见村卫生院旁有两株并排生长、枝丫茂盛
的千年银杏，其中一棵 3枝并生，粗大的树干需
要6个成年人手牵手才能绕树一圈。

这棵古树的专属“身份证号”编号为
018501700068。杭州市林业水利局提供的数据
显示，目前杭州市对所有古树已完成登记造册，
建立名录档案和电子档案，设立标识标牌，古树
保护率达100%。

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垛庄镇麦腰村，有
一棵逾400年历史的油松树。

“我从小就在这棵油松树下玩耍，古树见证
了我的童年和成长。”负责古树日常巡护和管理
的张保军说，由于缺乏专业管理，这棵油松树长
势趋弱。今年以来，山东省济南市对部分长势
较弱、生存条件较差的古树名木进行了抢救性
复壮，这棵油松树也在抢救之列。

改善生存环境，加装护栏，扩大树穴，增强
其呼吸和吸收能力；修枝、防病虫害、松土、施
肥、输营养液，多种复壮措施促使这棵油松树恢
复了生长，树叶更绿了，枝条更粗壮了。

古树名木保护与城市绿化、延续城市历史
文化风貌逐步实现有机结合。北京推出12条古
树主题游线路，探索古树主题公园、古树街巷、
古树社区等保护新模式；湖南省长沙市开展“发
现古树名木之美”系列活动，通过大众的视角讲
述与古树名木有关的红色基因故事、优秀传统
文化故事……

各地积极创新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模式，
深入挖掘古树的历史、文化、生态、科教、科研
等价值，营造社会各界保护古树名木的良好
氛围，让“绿色文物”成为子孙后代“记得住的
乡愁”。

（王优玲 潘洁）

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的龙骨坡遗址16
日正式启动第五阶段的发掘工作，研究人员将
在更多古人类、古生物化石及相关人工制品等
方面展开发掘。

从1984年到2006年，龙骨坡遗址经过了三
个阶段的系统发掘，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11年到2012年，龙骨坡遗址的发掘
工作进入第四阶段，该阶段将中国旧石器传统发
掘方法与法国旧石器发掘方法相结合，发现了
200余件具有明显人类加工痕迹的石制品及百余
件哺乳动物化石，为探索三峡地区早期人类的技
术模式和行为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据悉，龙骨坡遗址的第五阶段发掘是时隔
10余年再次启动主动性发掘的重要探索。发掘
时间从 8月持续至 11月，发掘面积为 30平方
米。记者在发掘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已经开始
在现场进行探方布设、表土清理。

现场负责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专家组代表
黄万波介绍，龙骨坡遗址为揭示人类发展进程，
实证三峡地区百万年人类史提供了更丰富的材
料，学术意义重大，社会影响广泛。

（唐奕 赵小帅）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我国启动新一轮
巫山龙骨坡遗址考古发掘

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
8月16日，一位女士与智能机器人握手。
当日，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开放创新 聚享未来”，包含论

坛、博览会、机器人大赛等活动。 彭子洋摄

做实城市绿化擦亮生态底色
城市绿化是城市品质的一张名片。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城市绿化工作，大力拓展

城市生态空间，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不断增强。

出门入园
口袋公园装点民生幸福

科学管理
城市绿化下足“绣花功夫”

强化古树名木保护
厚植城市历史文化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