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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个街道层面《小区树木遮挡治理工作指引》发布

“要树”还是“要光”有一把尺
◎ 王宛艺

同一片香樟树荫，低层住户苦盼阳光入

室，高层居民珍视清凉绿意——在上海市静安

区阳光名都小区，“要树”还是“要光”的拉锯

战，正是高度密集城市空间里多元需求碰撞的

一个缩影。

街道，作为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成为

磨合居民需求与制度规则的关键场域。上海首

个街道层面《小区树木遮挡治理工作指引》7

月2日在静安区曹家渡街道发布，旨在为辖区

内14个居民区、3.2万户居民疏通树木遮挡带

来的采光、通风等民生痛点。

“它标志着从个案协调走向制度化回应的

转变。”静安区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宫明军希望，

这份指引能将分散、多元甚至对立的居民诉

求，纳入有效的制度化通道，转化为清晰、可操

作的规则共识。

可操作

阳光名都小区2004年建成，住户们刚入

住时并未感到树木遮挡。然而，三四年后，栽下

的小树苗已亭亭如盖，枝繁叶茂的香樟甚至

“最高能长到七楼”，烦恼随之产生。

“不同群体利益不同，对这些树的看法

就不一样。”小区业委会主任陆建萍能理解

各家的难：家有“过敏娃”的，特别关注窗口飞

絮花粉；儿媳坐月子，总想晒到太阳。有时相

关部门到现场协调才发现，一方居民投诉“扰

民遮光”的大树，和另一方投诉“毁绿”的，是

同一棵树。

物业被推到矛盾的前线，却力不从心。“我

们缺乏专业园艺知识，协调各方诉求更是难上

加难。”物业负责人胡美玲坦言，“民法典明确

小区树木属全体业主共有，相关法规也明晰权

责边界，并禁止过度修剪。但‘合理修剪’边界

在哪里？采光需求与生态效益如何精准量化？”

这些问题曾让物业两难。

如今，指引的出台，正试图将居民感性的

抱怨——“屋里太暗了”“这树枝看着危险”，转

化为可操作的量化标准：遮光程度被分级评

估，枝条风险有了明确界定，并据此推导出科

学的修剪范围。

在静安区绿化管理中心的技术支持下，曹

家渡街道制定了清晰的修剪标准：必须保留

2/3以上树冠，严控“砍头式修剪”等违规行

为。标准更明确，操作也更精细：实行“一树一

议”。当住宅南窗在冬至日有效日照时间不足

一个半小时，或树木确实危及房屋安全时，可

申请修剪或迁移。申请提交后，由区绿化部门

的专家上门勘验确认。

在小区树木修剪工作遇到困难时，还能依

托社区园艺师及辖区单位静安园林公司专业

技术力量，研判哪些枝丫该保留，哪些影响采

光或是存在安全隐患。

“这份指引弥合了一部分认知分歧，把主

观诉求客观化，为最终决策提供了一定科学依

据。”陆建萍说。

这套机制提炼自“实战”。如四和花园居民

区通过“党员摸排需求－专业现场认定－民主

协商共治”闭环，仅用2天完成28棵超高树木

回缩修剪。四和花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桦总

结的经验，已被提炼成指引的一部分，成为可

供其他社区复制推广的治理样板。

可持续

面积仅1.5平方公里的曹家渡街道，人口

密度极高，是观察社区痛点、汇聚民意的“前

哨”。曹家渡街道林长办副主任熊庆莉手头有

组数据，小区绿化问题占12345市民热线比例

逐年增高。今年上半年共收到近百件与小区树

木有关的居民投诉，主要集中在大树扰民、破

坏绿化、绿化调整等方面，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了35%。

在宫明军看来，帮助街道出台指引的深

意，在于跳出“一事一议”，跳出矛盾爆发后再

紧急灭火的循环。“通过预设规则和程序，构建

一个能够常态化吸纳、处理、化解此类社区矛

盾的制度容器。”

现场也有物业方建议，未来可增加对资金

来源的经验性指引——这往往是矛盾的导火索。

专业修剪费从哪里出？是纳入常规物业

费、动用小区公共收益、申请专项维修资金，还

是在特殊情况下寻求政府补贴？明确路径才能

避免因“钱谈不拢”而卡壳。

前来“取经”的沪中新苑物业经理沈寅给

记者算了笔账：一棵胸径30厘米以下的乔木

常规修剪需要约500元，这还不含登高车费；

如需保留主骨架，抽稀疏枝地“回缩修剪”，则

每棵需800多元。一次集中修剪20棵左右，

对老旧小区捉襟见肘的维修基金是笔不小的

负担。

破解资金困局，基层各显其能。阳光名都

小区用每月约2.2万元的停车费收益和每年

10余万元的广告费等公共收益补充；长宁区

虹旭居民区通过社区基金会向社会募资6万

元，专项用于树木修剪及社区花园维护，东镇

居民区探索共享碎枝机，修剪枝条就地粉碎堆

肥，省去清运成本，将单棵树费用压缩至250

至650元；闵行区有物业自购登高车组建专业

团队，单次修剪成本直降30%。

不止于“剪”，曹家渡街道已运用“码上办”

系统，公众可以随时扫码反映问题、提供建议；

同时，进一步加强监管赋能，建立全市首个居

住区绿化负面清单，严禁私占绿地种菜、改建

车位等行为，巩固治理成果。

“修剪树木，本质上也是在修剪我们与自

然、与邻里的关系。”社区工作者这样比喻。

赛场即景点 比赛即旅游
京张全季体育旅游
嘉年华启动

本报讯（张镜）7 月 5 日上午，

2025（第五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

年华启动仪式在张家口市崇礼区富

龙四季小镇举行。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介绍了本届

嘉年华主场、专场和系列赛事活动安

排，推介了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热

门户外运动打卡点”“跟着赛事游京

张”赛事活动日历（夏秋季）、首批“河

北省户外运动好去处”、2025年河北

省“跟着赛事游河北”体育赛事目录

（第二批）、主题线路及配套文旅优惠

措施、2025年度北京市“跟着赛事去

旅行”宝藏主题游线路，举行了“承古

耀今·体育六艺文化展”开展仪式和

《京津冀体彩2024年社会责任报告》

发布仪式。

启动仪式集中活动期间，2025山

地跑世界杯（中国崇礼站）、2025年全

国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暨全国青年

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TA是舞王”

2025张家口街舞（霹雳舞）邀请赛、第

二届张家口定向赛、第三届张家口气

排球大奖赛、2025第三届张家口飞盘

公开赛、张家口露营生活节等国际

性、全国性、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相

继在崇礼举办。同时，崇礼区各大滑

雪场也在夏季推出攀岩、骑行、卡丁

车等业态，游客可在清凉中尽享运动

乐趣。

张家口市体育局副局长黄建军

介绍，本届嘉年华精心组织了135场

赛事活动串联京张两地，从6月持续

至10月，超过60%的赛事活动安排

在周末或节假日，方便选手参赛和群

众观赛。其中，既有2025年花样轮滑

世界锦标赛、2025年国际名校腰旗橄

榄球邀请赛等国际性赛事，也有2025

年WTT中国大满贯、2025全国青少

年定向锦标赛等全国性赛事，还有

2025年京津冀“爱长城·向未来”青少

年滑板公开赛、京津冀青少年攀岩公

开赛等京津冀赛事，可以满足不同年

龄段市民多样化的赛事活动需求。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的重要品牌活动，京张全季体育旅游

嘉年华自2021年以来，已连续举办5

届，成功打造了一批体育旅游融合产

品，累计发布1018项体育赛事、文化

旅游和会议会展活动，251个体育旅

游精品项目，营造出“赛场即景点、比

赛即旅游”的体育旅游消费场景。

7月 6日晚，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在绍兴赛区打响，诸暨队和柯桥队进

行揭幕战。此次“浙BA”，不仅会上演“百县

大战”，还会让11支县级冠军球队和11支市

级联队共22支队伍混编开展比赛，决出总

冠军。

赛事刚开始，“梗”已满天飞。比如，杭州

代表队成员就公开调侃，宁波老二蠢蠢欲动，

杭州要摁一下。“浙BA”工作人员讲解赛事

规则时开涮，义乌队赢了就代表义乌，输了代

表金华。也有网友调侃道：“金华：瞧瞧，这说

的是人话吗？”

“希望绍兴和杭州、宁波打，输了就把萧

山和余姚还给我们。”“想看‘老子打儿子’：金

华VS义乌、绍兴VS诸暨、宁波VS慈溪。”在

浙江，不仅各市之间不乏“恩怨情仇”，还存在

“县不服市”现象，萧山是杭州“逆子”，“浙江

金华，中国永康，亚洲横店，世界义乌”见证

“散装金华”。浙江县域经济发达，“强县扩权”

等改革走在前列，这些既是“梗”的源泉，也是

快乐源泉。一个个“梗”，一份份快乐，正烘热

“浙BA”的快乐氛围。

办“浙BA”，浙江凭什么？浙江诸暨的“村

BA”几十年前就有了。全浙江已拥有55000

多个篮球场地。今年5月，浙江广厦男篮还夺

得了CBA总冠军。就在7月6日凌晨，在法国

Quai54街球赛扣篮大赛上，来自浙江的39

岁“民间扣篮帝”陈登星一举夺得冠军。无论

是篮球土壤、氛围，还是球员实力，浙江都是

杠杠的。

此次“浙BA”的主角不是职业球星，而是

草根选手。更“平易近人”的还有票价，以首场

比赛为例，最便宜8块，最贵也才28块，一杯

奶茶钱就能拉满情绪价值。“低门槛”，带来的

就是“广参与”。

办“浙BA”，浙江要什么？要的是赛事火

起来，群众动起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人人

共享体育，体育造福人人，体育的本质是让更

多人参与、让更多人享受快乐的事业。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玩出草

根体育的真乐趣，实现“人人都是主角”，打造

纯粹的“全民篮球派对”，这便是“浙BA”的

价值追求。

要的是让城市活起来、消费旺起来、产业

兴起来，让“众乐乐”有广度，更有深度。在“浙

BA”期间，浙江的文旅和体育系统主打一个

强强联合：街舞、轮滑、三分球大赛轮番上演，

赛场边草根歌手开唱、民俗表演登场，景区、

商圈、文旅餐饮打包优惠，也不乏“五大嘉年

华”、“百县千碗”美食摊、“篮球+科技”体验

区等特色活动。在杭州临平，凭“浙BA”门票

可免费吃喝玩乐的餐厅、景区超过十家……

“体育+旅游”“体育+消费”“文化+体育”“农

体文旅商融合”的浙江打法，再添生动实践。

本报讯（李婷 黄刚）7月 4日，成都世运

会“跟着赛事去旅行”雅安站在雅安熊猫绿

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举行，“跟着熊猫夏游

雅安”消夏避暑文旅消费季同步开启，雅安

暑期将借“赛事+文旅”为游客带来城市文

体旅盛宴。

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商务厅指导，2025年第12届世界运动会

执行委员会、雅安市政府共同主办。活动包括

世运主题大篷车巡游、霹雳舞（街舞）公开赛、

成都世运会闯关体验和四大文旅促消费系列

活动。

启动仪式上，雅安发布5条避暑路线近

40项活动。避暑路线有生态避暑纳凉之旅，

前往碧峰峡感受清幽、龙苍沟欣赏叠翠溪，或

漫步上里古镇，在23摄氏度的微风中，消解

夏日燥热；环贡嘎仲夏追星之旅，登上牛背

山、达瓦更扎，白天看云海翻涌、夜晚赏星河

璀璨，邂逅最浪漫的川西风光；大熊猫溯源探

秘之旅，追寻大熊猫足迹，从碧峰峡感受其萌

态日常，到邓池沟沉浸式体验“熊猫家园”的

独特魅力；Citywalk潮玩打卡之旅，在318

自驾大本营感受公路文化，夜游青衣江观赏

两岸灯火，打卡博物馆触摸城市文脉；等等。

走，去赶“文明集市”！

日前，以“同心暖万家文明树新风”为主题的

2025年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文明集市”集中性

实践活动在谢旗营镇杨塘村文化广场举行。

“文明集市”活动在激昂的盘鼓声中拉开序

幕，现场气氛瞬间“燃”了起来。随后现代剧《巧劝

娘》、快板《改革潮涌启新程 奋楫前行正当时》、

葫芦丝演奏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观众直呼大

饱眼福，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

“我见邻居家大豆玉米一起种，俺家能不

能种？用啥机具比较好？”见工作人员正在讲

解，杨塘村种植大户冯雪梅赶紧上来请教。

“这种种植模式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这两种作物搭配种植，不仅能改善土壤结

构，还能合理地利用耕地空间，提高土地利用

率，实现‘一地双收’，播种时可根据地块形状

配置好大豆与玉米的行距和株距，收割时可用

联合收割机分段作业。”武陟县农业农村局技

术员王柏树耐心回答。

王柏树刚说完，村民张建军立马接上了话

茬：“俺试种了1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采用的是4行大豆、2行玉米的模式，现在管理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这几天有点干旱，要多关注土壤墒情，建

议傍晚浇水，同时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治，可以

采用无人机喷药的方式防治蚜虫。”王柏树说。

据了解，此次“文明集市”活动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通过举办理论宣讲、文化文艺、科技科

普等多元文明实践活动，推进“文明实践乡村

行”走深走实，切实打通宣传、教育、关心、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据《光明日报》崔志坚）

一边是门可罗雀的“冷”，一边是人流如织

的“热”。古城古镇究竟该如何打造，才能“知

冷”“知热”，成为游客向往的目的地？

“创新宣传营销，打响文旅品牌。”长汀县人

民政府副县长郑泽鑫结合长汀经验提出，要善

用新媒体打造文旅宣传矩阵，精准推送在地文

化、服务亮点，提升营销时效。同时，要精心策划

举办特色节庆活动，做到“月月有活动”持续引

流；要加强与重点客源地及知名古城古镇的合

作宣传，共拓市场，打响特色文旅品牌；要深挖

历史文化资源，创新非遗展演、沉浸式体验，升

级数字化展示，增强游客体验感。

“古城古镇应依托当地特色，打造深度、独一

无二的旅游体验产品。”余宜娴建议，从一桌特色

菜、一部当地剧、一系列非遗展等项目深挖，给游

客带来带动“五感”体验、能够让游客“慢游”的多

样化产品，并针对亲子游、银发游、闺蜜游等不同

细分市场客人的需求和痛点，实现“百店百品”。

“各类经营项目也是古城景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影响着游客的体验感。”李昱明从经营者

视角建议，景区需挖掘本地化、体验式消费内

容，同时保障便利店、平价餐饮和公共设施等

基本需求。对商家加强监管，确保明码标价、货

真价实。另外，租金策略可灵活调节，淡旺季有

别，提升商家入驻积极性。

“古城古镇，绝非钢筋水泥的仿古布景，而

是活态传承的‘文化基因库’与‘精神原乡’。”

潘宇认为当前古城古镇发展的关键是要深度

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延续文化根

脉。同时，打造具有辨识度和传播力的特色项

目，布局沉浸式、互动式业态，打造夜游经济，

增强游客体验感。他强调，需以人性化服务为

基础，结合市场化机制，通过优化管理和改善

服务态度吸引游客，实现古城古镇“长红”。

打造古城古镇
如何“知冷”“知热”？

突困之路在何方？

（上接A1版）

（上接A1版）

又是4300多公里的漫长征途。一路上，李

延红遭遇了车辆故障等重重困难。10月9日，

他终于将货物送达深圳。疲惫不堪的他，顾不

上休息，第一时间便将35000元运费全部转给

张师傅的家人。他说：“看病急需用钱，这笔钱

必须给他们。”

坚持“好事要做到底”的李延红，又再次出发

赶往2100多公里外的河北廊坊，于10月13日将

冷藏车送回张师傅家人手中。至此，这场历时22

天的生死救援与送货接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帮忙送货，路程万里，李延红未收取任何

报酬，一个人默默承担下了所有的风险和责

任。他的善举如同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高原

的道路，也照亮了无数人的心。

今年6月 24日，2025年首次“中国好人

榜”发布，李延红光荣上榜。

“从不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特殊的事，看

见别人有困难了，大家肯定都会伸手帮忙的。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我还会帮。”李延红说。

22天，跨越
大半个中国的爱心接力

众乐乐，“浙BA”
◎ 王彬

四川雅安解锁体旅融合新玩法

7 月 5 日晚，江

苏省连云港市“山

海 相 约‘ 蚝 ’门 夜

宴”海滨生蚝嘉年

华在连云区连云新

城举办。尽管酷暑

难耐，但观“苏超”

比赛、千斤生蚝免

费送、开蚝大师对

决等文旅活动，仍

然吸引市民和游客

纷至沓来。图为市

民参加嘉年华。

朱华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