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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这个季节，落叶就会把申城装扮得绚丽多

彩，成为别具韵味的秋季景观，申城街头再度迎来

最美落叶季。

而依然顽强地挂在枝头的叶子， 也变换了颜

色，映衬这个金黄色的世界。

当然，还有特立独行的竹子，不畏秋风，保持本

色。

深秋悄然而至，树树皆秋色

今年沪上落叶不扫景观道已开
启，全市落叶不扫景观道共有 41 条。
杨浦共有 3条落叶不扫道路，分别是
位于新江湾城地区的国秀路和国晓
路，以及位于四平路地区的苏家屯路。
为了让市民享受到更高品质的落叶美
景，这些景观道树种不尽相同，所栽行
道树包括悬铃木、银杏等树种，风格各
有千秋。
秋风一吹，正是落叶铺满地的好

时候。落叶不扫的“黄金大道”是什么
样的？想去“踩落叶”的小伙伴们，可
别错过了时节。

国秀路

国秀路是由两条机非隔离带和两
条人非隔离带组成。行道树配以无患
子作为景观树种，目前，无患子叶片已
逐渐开始变色。作为上海地区推荐的
秋色叶树种，无患子的树叶会随着气
温降低，逐渐变为金黄色。

国晓路

国晓路上的行道树主要为银杏和

鹅掌楸（马褂木）。这两种树种均为上
海地区推荐的秋色叶树种，不但色彩
上会发生改变，在树叶叶形上也颇有
特色。银杏是众所周知的扇形叶，而鹅
掌楸的叶形形似上衣马褂，马褂木一
名也由此而来。银杏和鹅掌楸也都是
中国特有的珍稀植物。

苏家屯路

苏家屯路两旁的行道树，则是高
大繁茂的悬铃木。作为上海最常见的
行道树种，每逢秋天落叶缤纷，悬铃木
落叶也已成为上海的标志景观，谱写
着植物秋冬的乐章，展现着季节更迭
之美。

“黄金大道”踩落叶

落叶不扫，顾名思义就是不去
破坏落叶形成的自然风景，但也并
非任由其杂乱铺陈。据了解，环卫
工人每天都会对景观道路进行精
细化保洁，通过人工捡拾等方式，
确保没有垃圾混迹其中，让市民能
够享受到纯粹的落叶美景。
针对“落叶不扫”的路段，

上海杨浦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海
真保洁分公司新江湾城清道班
的环卫工人就正拿火钳认真翻
找混在落叶中的烟头、塑料袋等

垃圾，以“捡拾保洁”的精细化保
洁方式提升“落叶不扫”景观道
路效果。

市绿化市容部门同时提醒，
因气候等原因，落叶景观道的实
际观赏时间或有变化，各区将根
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保留落叶的
时间。若遇雨天、雾霾等特殊天气
或城市重大活动保障，则将以行
人通行安全、不影响居民日常生
活为先，暂不保留落叶，对道路上
的落叶进行全面清扫保洁。

“落叶不扫”的背后

秋的气息是先从银杏树上散
发出来的，逐渐变成金黄色的银杏
树，在绿树的存托下十分耀眼。
说到银杏，不得不说说黄兴公

园了。在杨浦的园林中，黄兴公园
的银杏林是属于规模最大的了。
初秋中的黄兴公园让人心旷

神怡，从一号门走进园内，就远远
看到了那银杏林特有的杏黄。午后
偏西的阳光碧空蓝天，驻足惊叹，
虽还未到满满的金碧辉煌，但有着
远古化石之称的银杏树，依然赏赐

给我们钟爱的温馨和清爽。
为了与枫叶媲美，银杏叶也在秋天
里悄悄地变化着。往日的银杏叶翠
绿油亮，丝毫没有沾染上其他颜
色。现在，扇形的叶片上微微泛出
了一层金黄，好像镀上了一层金
子。一阵秋风吹来，几片银杏叶飘
落下来，像一只只蝴蝶在空中飞
舞，盘旋⋯⋯

正如诗云：“又见金风绣锦杉，
一生炫彩最开颜。虽惜迟暮才圆
梦，终把辉煌戴桂冠”。

黄兴公园 又见金风绣锦杉

（综合自杨浦绿化市容、上海杨浦）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竹情有独
钟，才有了“宁可食无肉，不可居
无竹”的说法。在杨浦藏着一处赏
竹好去处———共青森林公园南园
“万竹园”。

占地 200 多亩的万竹园坐落
于共青森林公园南面，毗邻嫩江码
头，是一座以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
特色公园。整体布局突出“以竹造
景，以竹拟景”，竹园地势起伏，青
岗茂林，小桥流水，竹楼临河，翠竹
送香，形成了“日出清清荫，月照
清清影，雨洗清清秀，风吹清清
香”的一派竹趣盎然的自然风光。
园内的竹类资源也十分丰富，

有直冲霄汉的毛竹，有匍匐在地、
犹如金边吊兰的倭竹，有挺拔苍劲
的刚竹，也有婀娜多姿的凤尾竹
⋯⋯迈进园内，入目皆是茂林修
竹，景色宜人。
万竹园内的建筑以明清样式

为主，小溪、竹丛与古色古香的建
筑完美组合，似有江南水乡之感，
绘就了一幅清幽的绝美画面。

共青森林公园 “万竹园”里有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