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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启宾 王 敏

“真没想到，搬进沈抚示范

区居住不到三年的时间，有轨

电车就通到了我家门口，出行

便利了，每天看着有轨从眼前

驶过心里都舒服。”春节期间，

家住辽宁省沈抚示范区玉露社

区的李宏伟走亲访友时几乎都

把这些话挂在了嘴边。

自2月3日有轨电车开通

以来，李宏伟三天两头就去乘

车体验，有时候到沈阳浑南吃

碗面条就往回赶，有时候去商

场里转一圈再坐车回来，要的

是心里的那种幸福感。

沈抚有轨电车建设及西延

工程是2020年辽宁省确定的

重点工程项目，线路全长5.2公

里,是贯通沈抚示范区核心区

的东西骨干线，向西与沈阳浑

南有轨电车5号线实现连接并

贯通运营。“就是这5.2公里的

距离让我天天想月月盼，项目

开工后，我成了这趟有轨的粉

丝，有点时间就去看看，关注的

程度远远超出了我对家庭生活

的关注。”说这话的时候，李宏伟

满脸的兴奋。

沈抚示范区规划建设和生

态环境局副局长喻永华介绍，

沈抚有轨电车的通车，在沈抚

示范区的百姓当中产生了巨大

反响，很多市民对示范区抓经

济、抓项目、抓工作改革创新的

同时，不忘老百姓的福祉，时刻

关注民生所需，让老百姓有了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沈抚

有轨电车西延线开通前两天我

们对早前运营的5号线做了一

个客流量调查，日均客流量为

0.61万人次，西延线开通后，日

均客流量升到了一万人次以

上，增长了70%多。随着天气

逐渐转暖，客流量还会大幅增

加。”喻永华说。

有轨电车西延的终点李石

寨站设在了鑫城社区的辖区，社

区书记梁敏介绍，通车至今，居

民们每天三三两两结伴出行，乘

车体验，很多时候是有轨电车出

站就“满员”，很多居民已经把乘

车观景当成了一种乐趣。梁敏

说：“更有趣的是社区的居民已

经开始着手，围绕有轨电车的开

通，自发地编排文艺节目，准备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时进行表

演，表达对党的深情。”

沈抚有轨电车西延开通以

后，抚顺去沈阳购物观光的人

数也多了起来，终点站李石寨

站“人等车”的场面成了这个春

天里沈抚示范沈抚大道上的一

道风景。市民康玉波说：“坐着

有轨逛省城，一路看风景，购物

也便利，跟过去去沈阳要折腾

多半天相比，现在就是享受现

代化，感受党的温暖。”

沈抚示范区管委会主要领

导表示，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沈抚示范区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这一嘱托，身体

力行去实践为区域人民谋幸福

的初心，全力推动沈抚示范区

民生事业由“有没有”向“好不

好”的根本转变。沈抚示范区

会把这辆从春天里开出的有轨

电车转化成一种“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动力，细心呵护，用

情经营，成为示范区百姓心中

一道靓丽的移动风景线。

“健康上海”融入“一江一河”引领新风尚
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黄浦江、苏州河两岸公共空间成为上海市民

健康休闲生活重要载体

□ 仇 逸 龚 雯 袁 全

春风十里，不如最健康的

你。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

带”，从城市景观到健康脉络，

随着黄浦江、苏州河两岸公共

空间的综合开发，丰富多彩的

健康元素也随之不断延伸、日

益充实。

健身步道、滑板广场、街头

篮球场、攀岩墙……“一江一

河”两岸成为“健康上海”新“打

卡地”，活力水岸带来有快有

慢、老少皆宜的健康新风尚。

黄浦江岸涌现健康达人

在浦东滨江，全新亮相的9

号望江驿“观健”最近成了网

红。相比3号望江驿“遇见”让

市民体验文化会客厅、4号望江

驿“发现”让市民感受进博网红

产品，9号望江驿牵手健康云，

让“健康潮”伴着徐徐江风吹入

千家万户。

经常前来“打卡”的上海阿

姨叶惠珠对小木屋赞不绝口：

“这里对老年人十分友好，首先

是不用发怵智能设备，扫一下

身份证就能进来歇歇脚，其次

是能边看风景边做体检，血

压、心电图等报告现场立等获

取，还经常有医生来专业指

导，有助于老年人提升自我健

康管理。”

小木屋的智慧体验区里有

块数字液晶大屏，数据不时跳

动着，反映了市民健康检查的

累计数据、检测异常率等，通过

“连线”健康云，还能让家庭医

生了解这些居民的健康状况；

另外，互动体验区里有块智能

电视墙，正在对公众传递着健

康科普知识。此前，有“疾控女

侠”之称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副院长吴凡和多位医学大

咖曾在此开展直播，分享抗疫

智慧。

从浦东滨江到徐汇滨江，这

片由货运码头华丽转身的区域

也十分“吸睛”：1700平方米的

滑板广场、长70米高4米的攀岩

墙、滨水街头篮球场……与自然

有机交融的户外运动地标，释

放着满满活力和勃勃生机。

在恣意挥洒热情的空间

里，父子三人组合的滑板爱好

者引人关注。“不是会玩滑板的

我变老了，而是上海有这么大

一个公共的滑板广场，让我有

机会从旁边站着看，到现在和

两个儿子一起享受这个潮流运

动。”年近50岁的黄光华在3月

份的傍晚已经运动出一身汗，

热得只穿了一件短袖。

脚踩滑板、手拿冰激凌的

12岁女生蔡雨琦在斜斜的地形

上练习着新技能。“我小时候就

经常来徐汇滨江，以前是学自

行车，现在是学滑板，相比场

地，这里开放、热情、包容的氛

围更加吸引我，有很多伙伴可

以交流学习，很酷。”蔡雨琦说。

据悉，徐汇滨江沿江的公

共开放空间长8.4公里，是黄浦

江岸滨水空间的重生设计，也

是生态恢复与资源的再利用，

带给广大市民非同一般的运动

体验。

苏州河畔展开运动
新图鉴

水流不息、步履不停，随着

苏州河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

河岸整洁美观，沿岸的步道、绿

地不仅是领略上海城市新风貌

的景观带，更是一本都市运动

新图鉴。

长宁区建管委副主任、区

交通委主任吴道群表示，苏州

河长宁段 11.2 公里已于 2020

年底全线贯通，沿线临空1号公

园（音乐公园）、临空2号公园、

滑板公园、风铃绿地等10个公

园绿地为“珍珠”，健身步道为

连线，串联出一条连接市井百

态的“城市项链”。

值得一看的是，长宁区还

将中环桥下空间进行调整，涉

及苏州河、新泾港、哈密路所围

的约3.5公顷，按北翟路和中环

线分为四个象限，采用动物作

为主题，一改过去“灰头土脸”

的色调，并将文化、体育、休闲

绿化融成一体，不断丰富体育

惠民内容。

比如东北象限以“火烈鸟”

为主题，占地面积约3700平方

米，包含两条贯通道、时尚篮球

场、体操房、观景平台、绿化景

观，今年元旦对外开放后深受

市民喜爱。另外，以“猎豹”为

主题，包括2600平方米带顶棚

篮球场、猎豹景观绿化公园；以

“斑马”为主题，包括约2800平

方米棒球击打场、约2000平方

米斑马景观公园和市政绿化交

通综合道班房等打造计划，将

在今年6月底完成。

相比新晋网红苏州河长宁

段，普陀区拥有中心城区最长

的苏州河岸线、最多的苏州河

河湾，素有“苏河十八湾”的美

誉。其中位于苏州河南岸的梦

清园，是“十八湾”中最大的活

水公园。

在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

这里有草坪、竹林、亲水平台和

健身步道，生态优美、空气清

新、鸟语花香，靓丽的苏州河景

观廊，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

健康生活理念，前来健身的居

民络绎不绝。

公园的“常客”刘骎说：“过

去苏州河沿岸都是一些工业设

施，河水质量很差，如今在这种

高楼林立的城区，能开发这么

一块充满生机的公共区域，为

老百姓享受健康生活提供了很

大便利，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

要给上海这样的规划与开发点

个‘赞’！”

家住附近天天前来运动

“打卡”的王少陵表示，每天都

会来这里跑步或者打羽毛球，

结识了很多健身伙伴，有益身

心，相信以后苏州河沿岸的开

发还会更加惠及百姓健康。

“一江一河”两岸
别有“动”天

流水潺潺、水波荡漾的黄

浦江和苏州河，蜿蜒勾勒着上

海这座城市的轮廓，也流淌着

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充满生

机、永不停歇，而“一江一河”滨

水沿线已成为上海市民健康休

闲生活的重要载体。

据上海市“一江一河”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介绍，2017年

黄浦江两岸核心段45公里岸线

实现贯通开放，建成45公里的

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新增

体育设施面积达55万平方米；

同时结合滨江公共空间，因地

制宜新增约40处滑板、攀岩、足

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场所，

推进嵌入式体育设施建设，场

地面积达3.5万平方米。

2020年，苏州河两岸42公

里滨水岸线实现贯通开放，在

沿线42公里漫步道和跑步道基

础上，嵌入篮球场等体育设施，

推动内环、中环、外环、南北高

架等快速路高架桥下空间重

塑，植入儿童乐园、运动健身等

环境更加友好、内容更加贴近

市民生活的主体功能场景，丰

富运动场地空间功能。

“还江于民”“还河于民”的

背后，是上海全市上下久久为

功的共同努力。如今，处于喧

嚣城市中的市民，只要放开脚

步，就能穿梭在绿树青草间，享

受愉悦的健康生活。

值得一看的是，不仅是注

重人们的身体健康，“一江一

河”两岸建设同样关注到市民

的心理健康。在浦东滨江的小

木屋里，轻按一下按钮，落地玻

璃窗就变为不可透视，拉上一

扇移动屏风，健康阅读区“秒

变”私密空间，可开展心理援助

服务等。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

副主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邬惊雷表示，“一江一河”健康

设施建设充分践行了“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重要理念，展现上海把健康

元素融入整个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的全过程各环节，对

于满足市民高品质健康生活

需求，打造全球健康城市具有

重要意义。

生态“手术”抚平昔日“煤城”之疤

□ 侯 鸣 谢剑飞

天蓝、水净、树茂、空气清……

走进黑龙江省鹤岗市，昔日臭

气熏天的水沟、低矮杂乱的棚

户区、漫天扬尘的巨大矿坑等

“煤城”之疤，在经历一场生态

环境整治“手术”后展露新颜，

成为城市的一道道靓丽风景。

污水沟变清水河

正值初春，在鹤岗市欣虹

湖公园，水面虽结了冰，但能

看出这是一条干净的河道。

两岸的草地和树木让人能想

象得出夏日这里绿草茵茵、树

木葱茏的模样，岸上不远处高

楼林立。

“我在这里住了六年了，亲

眼看着这儿从一个臭水沟变成

一个风景秀丽的公园。”市民

王雪带着孩子在岸边玩雪。近

几年，她感受到这里环境越来

越好，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欣

虹湖公园成了家人出门散步、

锻炼的好去处。

这个风光秀丽的公园过去

曾是个臭气熏天、环境脏乱的

地方。从“丑”变“美”，多亏一

项“手术”的实施。

2018年，鹤岗市启动以黑

臭水体治理为重点的“两河十

四沟”清水秀岸综治工程，同时

对沿岸棚户区进行改造，同步

改善了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

2019年，鹤岗市被确定为全国

“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

“‘两河十四沟’工程的实

施，不仅美化了环境，更让岸边

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以往下大雨‘臭水’上炕的情景

再也不会出现了。”负责工程建

设的鹤岗市三立水务公司工程

部长蔡永生说。

棚户区变健身场

跳广场舞、打乒乓球、舞

龙、跑步……室外气温零下十

几摄氏度，然而在鹤岗市东山

区新一体育公园，百姓的健身

活动却热火朝天。

“以前冬天室外煤烟特别

大，家里也都是灰，现在搬进干

净亮堂的楼房了，空气质量也变

好了，来体育公园锻炼成了我每

天最大的乐趣。”几年前退休的

采煤工人闫允文感触颇深。这

片往日脏乱的棚户区如今成为

鹤岗市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公

园，是他以前想不到的变化。

为改变过去东山区没有公

园的状况，2018年新一体育公

园开始动工建设。一年后，在

原来的棚户区，一座设施齐全、

环境优美的公园拔地而起。

“有了体育公园，我们这些

‘闲人’都可忙了，我一天得来

三趟，身边好多人都是这样。”

已经退休的市民曹花近两年迷

上了舞龙，她的“队友”有几十

人，在体育公园的一处空地上，

一条条彩龙在雪白的大地上舞

出一幅缤纷画卷。

露天矿变生态林

“来我们这儿游览、锻炼的

人很多，尤其在夏天，绿树成

荫，人们在室外锻炼也不会觉

得那么热。”鹤岗国家矿山公园

服务中心主任孙晓峰告诉记

者，这里曾是一个让人“绕着

走”的地方。

鹤岗国家矿山公园依托新

岭煤矿北露天矿而建。这座煤

矿曾是“煤城”鹤岗的一道巨大

“疤痕”，过度采挖形成的矿坑、

大量堆积的煤矸石、漫天的扬

尘……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如今，矿山公园内树木成

林，有人工湖、观景长廊等景

观，园内的旧式火车、钻机等物

件让人依稀看到历史的痕迹。

近年来，鹤岗市加大对采

煤沉陷区和矿山修复的力度，

以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为载

体，建设花园、森林广场26个，

森林小区22个。目前，城市森

林覆盖率达50.61%，城区绿化

覆盖率41.42%。

“我在这里生活六十年

啦，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土

地，看到现在的变化真觉得很

自豪。”市民张秀泗经常来矿

山公园锻炼身体，过去“绕着

走”的地方变成了百姓喜爱的

“香饽饽”。

天津：智慧能源小镇
助力城市低碳减排

本报讯 天津市日前宣布

建成“生态宜居”“产城集约”两

种典型的智慧能源小镇，瞄准

解决清洁能源供给及综合能源

利用难题，助力城市低碳减排。

“两个智慧能源小镇均是

以能源与城市融合发展为目

标，充分体现了能源互联网清

洁低碳、安全可靠、泛在互联、

高效互动、智能开放的特征。”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董事长

赵亮说，智慧能源小镇全面建

成后，区域内供电可靠性超过

99.999%，重要负荷供电“零闪

动”，意味着用户全年停电时

间不超过5分钟，这一指标可

比肩东京、新加坡等国际化大

都市。

早在2018年，国网天津市

电力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天

津大学等专家学者组成科创团

队展开攻关，主打“生态宜居”

的惠风溪智慧能源小镇及主打

“产城集约”的大张庄智慧能源

小镇启动建设。

区域内清洁能源利用比例

达到90%，可再生能源全额就

地消纳。电能占终端能源比重

超过 45%，多种能源协同转

化，实现能源最优利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余贻鑫认

为，智慧能源小镇技术创新性

强、实用化程度高，区域供电可

靠性、清洁能源利用比例、电能占

终端能源比重、综合能源利用效

率等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对城镇能源互联网建设

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引领价值，

有助于实现低碳节能减排。

（毛振华 黄江林）

重庆：2000 余项措施
部署“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 重庆市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指挥部近日印发了

2021年重点目标任务，共制定

5大类48条2000余项措施，精

细部署“蓝天保卫战”。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2021年将以“重

庆主城区提升、渝东南渝东北

两群提质、工程减污、川渝联

动”为重点，深化工业、交通、扬

尘、生活污染控制和提升污染

天气应对能力，重点完成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企业337家、涉

气中小微企业综合整治2.2万

余家、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和低

氮燃烧改造185台；完成淘汰、

替换老旧车3.8万辆，推广纯电

动等新能源汽车1万辆，新建

充电桩6000个；创建（巩固）扬

尘控制示范工地430个，覆盖

或绿化200万平方米以上的裸

土；抽测1260家餐饮业油烟，

新增高污染燃料禁燃区19平

方公里。

“十三五”期间，重庆市

PM2.5浓度下降42.1%，而臭

氧浓度呈缓慢上升态势，成为

重庆夏季首要污染物。重庆市

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重庆将以细颗粒物和臭氧

协同控制为主线，确保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和PM2.5 浓度等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达到国家考

核要求。 （周 凯）

坐一段轻轨 露一路笑容
辽宁沈抚示范区有轨电车西延线成为

百姓心中一道靓丽移动风景线上海上海：：民众户外民众户外
赏花享赏花享受生活受生活

近日，上海气温持续攀

升，户外春意初绽，民众纷纷

走出家门踏青赏花。市民用

手机拍摄上海静安雕塑公园

内的郁金香。

殷立勤 摄

黑龙江鹤岗市以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为载体，建设花园、
森林广场26个，森林小区2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