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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静 于瓅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虹旭小区的居民，前不久为一棵大桑树操

碎了心。彼时，台风“贝碧嘉”登陆上海，小区的社区生境花园一棵大桑树被

吹倒了，没砸到人，也没阻碍交通，本来不算什么太大的事。

但在虹旭小区，这是个要紧事。大桑树，是花园里小动物的栖息地和庇

护所。仙霞新村街道专门发了微信公众号向居民求助，短短几小时，学者、

园艺师、艺术家、手工匠人纷纷出谋划策⋯⋯甚至，社区还请了专家来“把脉

问诊”。

为什么要为这棵树如此兴师动众？因为生境花园。2019 年，上海第

一个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的社区生境花园，就在虹旭小区落地。

5年时间里，这座花园不仅改变了小区的环境，更在逐渐改变社区居民看

待自然、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到今年7月，在长宁区，已经有26个生境花园。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很多杭州居民也希望自己的小区，能有类似的“生境花

园”。那么，点缀在水泥森林里的这一抹抹绿色，究竟有什么神奇魔力？

生境花园，小天地里的怡然自得
这样具备观赏休闲、保护野生动物功能的社区，杭州人也很想拥有

那棵大桑树，位于一片占地400多平方米的小花园。这里，就是居民们精心呵

护的“秘境”——小花园里，柳树、桑树、紫苏、木槿、猫爪草等错落有致，左侧是长廊

和木阶，还有种着辣椒、生菜等时蔬的小花箱，右侧是一汪小池塘。“野生动物在城

市里生活不易，这棵大桑树，是我们这个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虹旭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吴红萍告诉记者，为了这棵树，居民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

2017年，自然保护协会（TNC）在上海启动了生境花园项目。以老公房为主的

虹旭小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社区。

当时，这处生境花园所在的地方，还是一个堆满垃圾的环境死角。对于“生境

花园”这个新名词，小区居民们更是一头雾水。社区干部们就用自己刚学来的知识

点，向居民们“现学现卖”：生境花园，就是要在社区内部营造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地，

这块卫生死角，以后要多引进本地植物，杜绝外来入侵物种，要减少农药化肥的使

用，更要为城市野生动物提供辅助的食物、水源或庇护所⋯⋯

于是，一个跨学科团队进驻虹旭小区，开始了一系列改造：生物多样性的专家

负责动植物调研与植物物种的选择，设计师团队做生态设计与布局，上海美院的老

师将科学内容艺术化呈现⋯⋯让它既具备观赏、休息和户外休闲功能，又为小动物

的生存创造条件。

400 多平方米的小花园，被科学地分成了 3 个基本分区。

有长廊、木阶的是以人为主导参与的活动区，附近是人

与自然共存的观察区，小池塘则是以生物为主导的

环境区，这里配备了莲、荇菜等具有净化功能的

植物，还专门为小动物饮水、休憩设计了大小

不一的石块，每一块都特意打磨粗糙，防止脚

打滑⋯⋯

“桑树提供部分鸟类的食源，池塘作为水

源和栖息地，二月兰可以吸引黄尖襟粉蝶，花

园里的每一朵花都是有讲究的，这里的黄鼠狼

在生境花园刚建好就搬家搬过来了。”TNC 上

海生境花园项目的负责人俞霖琳说，生境花园的

打造，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社区里的动物、植

物都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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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花园热闹了，虹

旭小区也热闹了起来。

吴红萍时不时能在

小区里遇到人与自然

之 间“ 有 趣 的 小 故

事”。有居民向吴红萍

“抱怨”，有小松鼠偷吃

了自家晾在阳台上的咸

肉。“结果隔天，我就看

到他高兴地在朋友圈发

了小松鼠的照片。”吴红

萍说。

有小朋友在池塘里放了蝌蚪，到了夏天小区蛙鸣一片，

家长们说，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后来，就连复旦大学的教授

也专门跑来社区研究青蛙；还有 90 多岁的郑婆婆，有一天

高兴地来找吴红萍：“我看到小鸟在池塘里洗澡！”手舞足蹈

的老人，这时候就像个孩子。

热闹的不止虹旭小区。位于绿八居民区的乐颐生境花

园，是长宁区建起的第二个生境花园。如今，这里已经成为

参访人流量最大、活动内容最多、知名度最高、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上海三大生物多样性体验中心之一。

在这个闹市小区里，居然美滋滋地生活着凤头鹰、貉等

动物。“总面积 700 多平方米，拥有 127 种植物、36 种鸟类、

30种昆虫、4种哺乳动物，还有红隼等3种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对乐颐生境花园的“家当”，绿八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刘观锡如数家珍。

“你看，这是貉的‘一家五口’，它们过来游泳、泡澡、遛

娃。这两只小的活泼一点，跟爸爸妈妈跟得很紧，最后那只

小的慢悠悠的，总是掉队。”刘观锡翻出生境花园里捕捉到

的珍贵动物镜头告诉记者，“我们的远红外观测设备、摄像

头捕捉了很多有趣的画面，经常在居民微信群里分享给大

家。”绿八居民区的爷叔还会把钓来的鱼放到生境花园池

塘，到了晚上，黄鼠狼、貉都会来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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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境花园的影响力，还在不断放大。其背后，还有着更

大的意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境花园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生

态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陈小勇表示，现在城市的绿化改造

越来越倡导生态理念，让乡土物种回归城市，让它们的生长

顺应“野性”，生境花园就是物种保护和居民需求之间融合

的一个结合点。

生境花园的“小”，也是其可贵之处。研究指出，当前城

市绿地大多停留在公园、森林公园、自然基地等公共空间，

渗透到社区空间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不多。然而在

长宁区打造的生境花园中，多为几百至一千多平方米的场

地。它们在改造前，有的是长期无人进入的“野生”场所，有

的是居民用来堆放杂物的闲置场所，还有的则位于小区边

缘地带。这些盲区死角，正是通过生境花园改造，成为了人

们愿去、想去的城市“金角银边”。可以说，生境花园正提供

了一种在社区尺度解决高密度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

思路与途径。在上海的采访过程中，长宁区城市更新和低

碳管理中心主任冒勤告诉记者：“前阵子，杭州环科院和杭

州市上城区相关部门还来取过经。”记者还发现，很多杭州

的居民也希望自己的小区能有这样一方“天然小院”。

事实上，对于城市化率高的地区，正需要这样的精细刻

画。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一份研究指出，老旧小区在建

设初期缺乏对自然空间的考虑，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对自然空间的需求也在增加。城市更新，正为改善这些老

旧小区环境，提供了契机。

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城市更新方案中，打造绿色生

态城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等都被放在重

要位置。在城市里亲近自然，正从蓝图成为现实。就像我

们在生境花园里看到的那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

珍惜、热爱着亲手打造的这方小天地。采访结束后，吴红萍

还通过电话告诉我们：“那棵大桑树，已经请专家来看过了，

救活的可能性很大，我们会尽力去拯救它。”

（本文图片由虹旭小区和绿八居民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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