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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漕··

视点

大虹桥 望华漕

华漕这条生态廊道已建成
绿意盎然风景如画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一直以来
是市民关注的热点。多年来，华漕
镇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设施，
将新建、改建市民益智健身苑点、
市民健身步道、市民球场等纳入
区政府实事项目，积极营造全民
健身的浓厚氛围，让群众享受运
动的快乐。
2020年始，华漕镇文体中心

对辖区内 110 个健身苑点进行了
信息排摸及实地勘察，共排查出
爱博六村、爱博七村、纪王居委、
景平苑、景雅苑、九方家园、万博
欣园、友谊新村、紫堤苑等 10 个
小区的健身点存在超年限及其它
安全隐患，因此将以上单位纳入
健身点重建规划。
据了解，这 10 家健身点中

超 8 年的健身点有 4 个，超 5 年
的健身点有 6 个，这 6 个健身点
为原房屋开发商所建，器材年久
失修、老化严重，且局部腐蚀脱
漆，与地基固定不稳，器材已严
重不符合市体育局对户外健身
器材相关要求，器材厂家难以追
溯，配件缺失后无法修复。文体

中心与小区所属居委取得联系，
完成健身点重建的意向征询。
文体中心多次与小区居委会及

业委会商讨，因地制宜，选择重建地
址，秉承“拆一还一”的理念，结合
居民的实际健身需求，制定出“一小
区一方案”的器材配置方案。严格按
照市体育局对健身器材的质量标准
（NSCC认证），与供应商签订采购
合同，完成器材订购。
经过前期充足的准备工作，7

月，文体中心对 10 处健身点全面
开展了施工工作，在施工过程中
坚持做好点位质量、进度的监督
和指导，确保工程质量无瑕疵，8
月初，提前完成项目竣工并交付
各小区投入使用，得到小区居民
一致好评。
此次重建工作是对全镇公共

体育设施硬件提升的重大举措，
同时也是减少安全隐患，优化供
给，提升群众满意度的实事工程。
在今后的工作中，文体中心将进
一步完善工作，满足群众多样化
需求，更好的推进华漕镇全民健
身工作。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的重要理念，回答了城市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回答了建设什么样
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回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为推进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8年 12 月 30 日，上海全
面启动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四期
工程，标志着上海“母亲河”苏州
河进入全流域综合治理新阶段，努
力把苏州河打造成“城市项链、发
展名片、游憩宝地”。
作为苏州河全流域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将坚持水岸同治、干支
流联治、两岸贯通与功能提升同
步，推动苏州河与黄浦江“一江一
河”交相辉映，实现还河于民、还
岸线于民、还景于民。
目前，闵行区通过前期苏州河

沿岸环境整治，苏州河畔第一条生
态廊道建成了！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微风吹

皱河流，更吹得河边的绿树身姿摇
曳，这一切好像一幅画卷，在眼前
徐徐展开，这如画的美景正是来自
于一条贯穿上海东西的骨干河
道———苏州河闵行段。
吴淞江生态廊道是市级重点

生态廊道之一，贯穿闵行、嘉定、青
浦等多个区域。其中，闵行区域内
称为苏州河生态廊道，东起北翟路
许浦村，西至赵家村，途经华漕镇
7 个行政村，呈锯齿状分布，全长
约 10.8 公里。
苏州河闵行段生态廊道建设

分为三期。第一期生态廊道建
设，主要由不同种类、不同规格、
不同叶色的树种组合，形成高低
错落的林带，搭配灌木和花草，
拓展绿波长廊的丰富性，增加绿
色新空间，让居民直接通过廊道
体验生态与生活，感受“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幸福感。
“生态廊道”建成好处多多。

生态廊道是指本市行政区内放射
状通畅性、隔离城市组团并实现与
城乡生态空间互联互通，以森林为
主体，具备生态、景观和社会功能
的森林网络体系。
生态廊道具有保护生物多样

性、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防
风固沙等功能。生态廊道是公益
林建设的升级版，是将造林与造景
相结合，与地形、水系、道路等基础
设施同步建设，预留森林生态游憩
空间，为林地功能提升，为森林公
园、郊野公园等奠定基础，增强市
民获得感和感受度，实现森林综合

效益最大化。
通过生态廊道建设，增加森林

资源总量，构建良好的生态空间，
在调节区域湿度、温度，减少城市
“热岛效应”的同时，为城市输送
新鲜的空气、隔噪吸尘，改善环境
质量。

（来源：今日闵行）

焕然一新！ 华漕 10个超年限小区健身点大变样

爱博六村健身点改造前全景 爱博六村健身点改造后全景

爱博七村健身点改造前全景 爱博七村健身点改造后全景

紫堤苑健身点改造前全景 紫堤苑健身点改造后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