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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观景健身样样齐全 广州建成 200 个口袋公园
“岭南特色”成为口袋公园的最大特色；市民“出门见绿、移步入园”的美好愿望已实现

广州市民惊喜地发现， 越来越多的口袋公园在家门口出现。 据
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21 年底， 广州共建设完成约 200 个
口袋公园。 口袋公园提高了广州大街小巷的颜值， 成为居民喜闻乐
见的休闲好去处， 是广州市着力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 优质化水平、
为老百姓提供普惠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

炮台雕塑再现凤凰岗军民抗英事
迹、 禁毒科普长廊呼应鸦片战争的历
史、 广彩大师刘群兴的故事和街区历
史文物地图展示深厚文化底蕴……广
州市海珠区龙凤街利用街头角落打造
的凤凰岗公园和新民乐园成为了居民
的一片乐土 ， 不仅多了活动的好场
所， 还让老故事有了新传承， 让老街
区焕发新活力。

龙凤街位于海珠西部， 既有丰富
历史资源， 又存在基础设施欠缺等现
状。 革新路凤凰岗公交总站附近， 居
民比较密集 ， 但以往缺少活动空间 。
今年龙凤街在这附近建成了两个口袋
公园， 充分融入历史文化元素。 龙凤
街凤凰岗公园位于革新路与新民大街
交界处， 面积约 80 平方米。 古时候，
革新路一带为山岗， 传说有凤凰在此
栖息， 故名凤凰岗， 清代曾筑有军事

防御要塞， 鸦片战争时期在抗击英军
时被摧毁， 1915 年四邑华侨在此买地
创办新民地产公司， 将山岗略平开发
成街区。

“让城市留住记忆 ， 让人们记住
乡愁 。” 龙凤街结合社区微改造 ， 在
凤凰岗公园建设中融入凤凰岗历史
传说 、 凤凰岗军民抗英故事 、 广彩
大师刘群兴故事等 ， 打造了凤凰岗
炮台雕塑 、 街区历史文物地图 、 休
闲长廊 ， 延续街坊们的历史文化记
忆 ，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 在公园另
一侧的围墙上 ， 设置了禁毒科普宣
传长廊 ， 与鸦片战争简史呼应 ， 进
一步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力度 ， 普及
禁毒知识 ， 提高群众识毒 、 防毒 、
拒毒的能力 。 公园建成后 ， 马上成
为龙凤街的最美风景线 。 “不只是
我们社区的街坊高兴 ， 还有不少人

看到照片慕名而来 。” 街坊林阿姨自
豪地说 ， 炮台雕塑特别受欢迎 ， 成
为拍照打卡点。

“以前除了去茶居没什么地方
坐， 现在有了小公园， 大家可以坐下
来拉拉家常 ， 这里又通风透气 。” 街
坊王叔说。 距离凤凰岗公园几百米的
新民社区口袋公园， 专门为满足街坊
日常休闲活动和社交需求而打造。 新
民社区的长者占总人口比例比较高 ，
公园内建有新民记忆文化墙、 邓世昌
家风家训故事墙， 让老人家在下棋休
闲之余 ， 还可以了解街道的历史文
化。 龙凤街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口袋
公园建设， 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微小
空间转变成承载区街记忆又满足群众
日常生活需要的载体， 能更好实现土
地资源的精细化利用， 又有效激发了
社区活力。

绿树成荫、 曲径幽深， 亭台楼阁
间， 花随风舞， 人随歌动……白云区
的街头巷尾， 点缀其间的口袋公园里
一派生机勃勃。

记者来到白云区太和镇 G105 国
道旁的太和城市公园， 放眼望去， 绿
地开阔、 河涌清澈， 醉蝶花、 超级鼠
尾草 、 宫粉紫荆等花木相映成趣 ，坐
凳等便民设施齐全， 一条彩色的小路
蜿蜒其间。 不远处的铁路桥上，不时有

火车飞驰而过，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里曾经杂草丛生， 建了公园

后， 我们步行几分钟就有休闲娱乐场
地 ， 大家都很喜欢来这里 。” 太和镇
营溪村的媳妇汤燕华对太和城市公园
称赞有加， “尤其是傍晚， 大家来这
里跳舞、 遛娃、 散步， 很开心。”

白云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总工
程师梁永志介绍， 这个位置施工前是
一个二手家具市场和违建加油站， 占

用沿线景观绿地， 改造升级后成为城
市公园 。 该公园还增添了风雨亭廊 、
公共厕所、 游乐设施等， 提升周边居
民的休闲体验。

2021 年以来，白云区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见缝插绿，
在白云大道、106 国道、同大路、同泰路
等重要主干道及节点建设口袋公园 。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白云区计划建设
的 50 个口袋公园，已完成建设 42 个。

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直
街和华明北横街交界的十字路口， 五
棵细叶榄仁高耸其间， 非常显眼。 记
者一早来到华普绿岛， 阿姨们在绿道
中间跳着舞， 有说有笑， 小孩子们在
平台空间上玩耍， 其乐融融。

住在附近的尚阿姨每天早上 9 时
30 分就会来华普绿岛跳舞打拳。 谈到
华普绿岛的变化 ， 尚阿姨竖起大拇

指： “现在的绿化好了， 空间规划也
更科学。 过去这里没有活动空间， 我
们跳舞要到人行道边上去。 现在我们
可以在这里跳舞聊天， 还有凳子可以
坐， 我们老年人出来休闲方便多了。”

原来， 过去的华普绿岛小灌木杂
乱 ， 也没有太多活动空间 。 据介绍 ，
华普绿岛周边都是高楼大厦， 没有什
么活动空间， 所以把华普绿岛定位为

“温馨社区花园”， 现在老人家会来跳
舞打拳， 孩子们会来玩耍， 正是温馨
的社区花园的样子。

绿岛经过改造后， 从里向外依次
是五棵高大的细叶榄仁和草坪， 往外
是宽敞的平台和坐凳， 街坊可以坐在
树荫下休息。 往外的四个斜坡镶嵌着
四个花池 ， 种有 25 棵桂花树 ， 花开
季节， 人们来绿岛活动时可以闻到桂
花的香气 ， 花池还种植了各种花卉 ，
花开时节十分亮丽。 再往外是人行道
和行车道。 改造后的绿岛还增加了无
障碍通道， 让有需要的人也可以过来
活动。 此外， 还增加了照明路灯， 晚
上人们来活动也安全多了。

据悉， 2021 年 7 月， 天河区再添
14 个口袋公园， 7 个高快速路出入口
完成品质化提升， 以 “绿色引擎” 推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目前， 天河
区正在摸查天河路商圈周边、 天河公
园周边闲置绿地的相关情况， 将结合
周边环境的特点， 合理规划， 进一步
将闲置绿地利用起来， 打造城市生态
系统的绿色微单元， 为市民提供多功
能活动场地。

在广州从化江埔街新田新村边上
“长” 出了一个口袋公园 ， 受到周边
居民的关注。 近日， 记者来到这个居
民区边上的口袋公园探访。 占地 7400
平方米的公园一边挨着从化大桥， 一
边挨着新田新村居民区。 正值傍晚时
分， 不少住在附近的家长带着小孩在
公园的儿童区玩耍。

一名住在附近多年的居民说， 此
前这个地方是一块荒地 ， 长满杂草 ，
废旧电线杆和杂物随处可见， 家长们
不敢带小孩来这里休闲玩耍。

为满足群众日益多样化、 差异化
的文化需求， 改善人居环境， 2021 年
4 月， 从化启动口袋公园建设。 江埔

街河东北社区围绕 “因地制宜、 适地
适景 、 提升品质 、 经济实用 ” 的原
则 ， 联合多部门科学规划 、 合理布
局， 将辖内新田新村居民区边上的荒
地打造成口袋公园。 据介绍， 这个口

袋公园采用鱼的抽象形状作为设计理
念， 以流水的形态为布局手法建设 ，
是一个集健康生态、 休闲运动、 人文
传承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口袋公园。

2021 年 12 月， 记者看见 ， 崭新
的公园里有儿童游玩设施、 适合成人
使用的运动设施、 适合散步的林荫绿
地， 还有文化小舞台和文化长廊。 其
中， 文化长廊颇具地方特色， 长廊采
用绘画的形式展示江埔街罗洞工匠小
镇、 从化大桥等工程的建设特色。

一名在公园游玩的市民说， 如今
一家老、 中、 青三代都很爱来这个公
园玩， 大家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
休闲好去处。

广州市在 《广州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 （2018-2035）》 中规划
增加 400 个口袋公园 ， 并编制了
《广州市口袋公园设计导则 》。 在
广州市的口袋公园建设中 ， “岭
南特色 ” 成为口袋公园的最大特
色 。 花都区的百合口袋公园以缤
纷色彩为主题 ， 打造城市休闲 、
景观新空间 。 黄埔区的新阳东口
袋公园因地制宜增加独具岭南特
色的亭子 、石拱桥 、拱门 ，搭配景
石 ， 打造突显岭南文化的景观节
点。 天河区位于办公大厦通勤区域
的金穗路-华夏路下沉转盘、 广州
图书馆旁绿地、金穗幼儿园旁绿地

等口袋公园，都给城市增添更多绿
意和情趣，让市民实现“出门见绿、
移步入园”的美好愿望。

“广州市口袋公园坚持 ‘岭南
特色 ’，实用美观 ，细微处出精品 ，
全面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广
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公园管理处有
关负责人说， 广州建设口袋公园，
规模上因地制宜 ， 不盲目追求气
派； 功能上适应地域风俗文化，多
考虑人们的游憩活动需求；设计上
充分体现广州的地理特征。

广州口袋公园犹如点睛之笔，
为老旧小区蜕变焕新增添神韵和
风采 。 “口袋公园是城市生态系

统的重要末梢 ， 是市民家门口的
绿色便民休闲健身空间。” 广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环境建设
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表示 ， 广州市
着力完善公共设施 、 植物绿化 、
配套标识等景观元素 ， 通过艺术
设计营造文化氛围感 ， 完善植物
配搭 ， 提高绿化品质 ， 增设儿童
活动设施 、 健身娱乐设施 、 座椅
坐凳等活动空间 ， 打造广州新型
社区新形象。

据悉 ， 口袋公园建设有望继
续推广和实施 ， 市民会发现日后
将有越来越多口袋公园在家门口
出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通知称，
将推动全国于 2022 年建设不少于 1000
个城市 “口袋公园”， 为群众提供更多方
便可达、 管理规范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

“口袋公园” 是面向公众开放 ， 规
模较小， 形状多样， 具有一定游憩功能
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 ， 面积一般在 400
平方米至 10000 平方米之间 ， 类型包括
小游园 、 小微绿地等 。 因其小巧多样 、
环境友好、 方便群众使用等特点， 受到
群众的普遍欢迎。

近年来， 广东各地充分利用城市的
边角地、 废弃地、 闲置地， 着力打造出
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绿化活动场地， 从
而让城市更有面子 、 让市民享受里子 。
本期推出的广州 “口袋公园” 建设报道
即为其中的一个缩影。

“口袋公园” 兜起城市的方寸之美，
形成点缀城市的亮丽风景。 下功夫建好
绿色空间、 用实招护好民生福祉， 如此
方能抵达最近的 “诗与远方”、 转角遇见
美丽的 “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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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 口袋公园传承区域历史文化

两棵高大的红花紫荆开得满树灿烂， 花
朵随风飘舞。 在广州城市主干道环市西路与
广佛肇城际铁路之间， 有一片闹中取静的角
落， 这里是荔湾区西村街道长乐社区的邻里
花园， 紫荆、 翠竹、 凉亭、 缓坡、 小径……
组成了这个老旧社区难得的一处小景。

“我就住在大路边， 有一天经过突然看
到这个地方， 现在每天下午 3 点都要过来散
步和遛狗。” 街坊张女士说。

“以前这里很脏很乱， 突然就变成了小
花园。” 张女士感叹 。 长乐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小何介绍 ， 原本这一块空地因位置隐
蔽 、 草木杂乱 ， 成为不少流浪人员的逗留
地， 也由此带来了垃圾遍地的状况。 变化发
生在 2020 年。 西村街道长乐社区居委会主任

曹国权介绍， 在实施长乐社区微改造项目的
过程中 ， 西村街道决定修建集邻里文化宣
传、 休闲娱乐、 健身等功能于一身的邻里花
园， 花园最终在 2020 年落成。

邻里花园邻里建。 据悉， 在修建社区花
园的过程中， 街道收集到很多居民的意见 。
“我们希望花园还能变得更好。” 住户张女士
说， 希望花园还能够开辟一些小型的运动场
地， 可以打打羽毛球、 跑一跑。

据了解， 荔湾区在 2020 年启动邻里花园
行动， 以政府引导、 居民参与的形式， 打造
社区推窗见绿的楼下小景 。 行动实施以来 ，
一个个邻里花园从街角巷尾、 社区空地 “冒
出”， 成为居民家门口的美丽空间 ， 也营造
出和谐的邻里氛围。

荔湾： 街角巷尾 “冒出” 邻里花园

白云： 步行几分钟就有休闲娱乐场地

天河： 高楼大厦中打造一片 “绿洲”

从化： 居民区外荒地变休闲好去处

出门就能逛 转角遇见美

�� （综合中新网、 金羊网等）

海海珠珠区区仁仁厚厚直直街街口口袋袋公公园园

天天河河区区天天园园街街东东成成花花苑苑的的 ““口口袋袋公公园园””

荔荔湾湾区区龙龙津津街街口口袋袋公公园园

从从化化大大桥桥口口袋袋公公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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