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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空俯瞰，一方新绿镶嵌于城市
道路拐角，曾经圈地种菜、杂草丛生的
样子消失不见。武汉市洪山区白沙洲
大道和园艺二路交叉处，一处城市“边
角地”被改造成了集交通、绿地及基础
服务于一体的生态新能源停车场，即
将对外开放。

伴随城市更新加快，城市“边角
地”随之产生，这些地块因项目待建或
尚在规划中暂时空置。一旦管理不
当，很容易被圈地种菜、倾倒垃圾等，
造成环境脏乱差，成为城市治理“痛
点”。

如何为城市“边角地”赋予新的价
值和生机？去年以来，武汉市开展相
关整治，100块城市“边角地”大变样。

一年完成100个城市“边角
地”改造，“让人们愿意来”

缤纷花草修剪成动物形态，多姿
灌木宛如精致盆景。6月11日，记者
在东西湖区走马岭街道走新路和岭通
路交会处看到，新建公园景观别致，引
得市民流连其间。

这片公园面积约4700平方米，紧
邻走集镇社区居民区，作为废弃的施
工项目部，原先这里杂草丛生。今年
以来，走马岭街道通过环境综合整治，
于近期将此地建成公园。

去年4月，汉阳区四新体育公园
建成开放，各类运动场所深受周边居
民欢迎。“这里曾经是块空地，这么好
的位置，以前每次经过看它空着都觉
得可惜，所幸现在已物尽其用。”四新
街道公共管理办马玮感慨道。

城市“边角地”多因闲置、无人管
护存在环境问题。如不整治，将成为
城市的一道道“疤痕”。

实际上，武汉市对于这些地块的
整治修复一直没有停止。“以前，我们
马路办公、一线督办，开展整治，但仍
经常出现‘快速整治、迅速反弹’的情
况。”一位城管执法人员道出此前困
惑。

变“头痛医头”为“整体把脉”，去
年，武汉对全市地块全面排查，最终确
定对100个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
空置时间在1年以上的地块推动整
治，提升环境质量与地块功能。

曾经的“菜园子”“垃圾场”“坑洼
地”变成了小公园、景观带，整治深入

彻底、改变翻天覆地。截至目前，全市
100块“边角地”综合整治提升已完
成，整治面积达162万平方米。

“一块空地只是简单地解决脏乱
差问题，市民无法在其中获得生活便
利，反弹是必然。如何让小小的地块
发挥齐全的功能，带动人们最多的活
动，让人们愿意来，才是正确的治理之
道。”相关负责人说。

对照问题“一地一策”，整治
并不容易

大树荫翳，碧草如毡，来到位于青
山区工人村街道青雅居小区对面的新
建小公园，绿意扑面而至。这片1.3万
平方米的区域原是棚户区改造拆迁后
被收储的地块，曾土块遍布、坑洼起
伏。去年底，改造初步完成，变得绿树
草坪环绕、水泥步道蜿蜒，足球场、篮
球场、健身设施齐全。

回顾整治经过，青山区城管执法
局综合督查科负责人戴胜英表示很不
容易。

“边角地”整治困难在哪里？市城
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指出，这些地块
分属不同权属单位，责任主体多，涉及
多个行业主管部门，大多有远期建设
利用可能，加上部分地块开发价值低，
历史遗留问题多，造成整治难度不小。

顾及“病症”、对照“病因”，各区制
定“一地一策”方案，对症施治、合力整
治，效如桴鼓。

为解决青雅居整治地块权属问
题，青山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工人村街
道与该地块权属单位——武汉市土地
整理储备中心展开了多轮协商，达成
共识，商定改造方案。还积极协调市
区文旅、城建等职能部门和地块原托
管单位都参与了进来，合力推进建设，
解决整治力量不足问题。

“坚持共同缔造，凝聚各方合力，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戴胜英深有体会
地说。他介绍，对重点地块进行整治
提升前，不仅会邀请规划、园林、环境
等方面专家进行评审，还会组织青年
代表、大学生、居民代表等反复座谈交
流，听取意见建议。

把地块整治及时纳入重大城建计
划也是一个好办法。

和平大道、建设六路道口一侧，只
见蓝色骑行双车道犹如长龙贯穿街
区，两旁绿意葱茏。这个狭长地带曾
是武九铁路搬迁后的遗留地块，一度
空置、环境欠佳，如今，荒凉的废弃铁
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赏心悦目的
生态走廊。

谈及这9200平方米成功改头换
面的关键，青山区新沟桥街道公管办
负责人刘锐指出：“积极契合重大城建
项目，争取政府全力支持。”2022年，

武昌生态文化长廊项目全面启动。“这
一地块正好邻近长廊沿线，何不紧跟
大势、同步整治？”

新沟桥街道借力该项目工程，将
和平大道与建设六路道口两侧地块申
报为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在区城
管部门统筹与指导下，举全街道之力
加以推进。整治于去年年底初步完
成，曾经沉睡的铁路故道区块从杂乱
粗放变得细致秀美，成为生态文化长
廊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我市多部门已联合
出台空置地块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
导则，同时，引导各区积极发挥政府组
织、协调、督办作用，统筹各部门力量
共同推进整治工作，变城管部门的“单
打独斗”为多部门的“联合作战”。

建花海、公园、停车场，十余
种整治类型切中群众所需所盼

工程好不好，群众说了算，盘活
“边角地”，以人为本、因地制宜，整治
才能长效。

“我们小区停车位远远不够，每天
都为停车头疼。这个停车场修起来后
解决了大问题。”近日，在洪山区保利
浅水湾小区，居民张先生看着街对面
新建的停车场，由衷欣喜。

桂湖东路以西、浅水湾路以南，在
修停车场之前，曾是一片被乱堆乱放
的黄泥地。2022年 11月，洪山区城
管执法局将该地块的改造提升纳入日
程。为缓解居民停车难问题，最终确
定将该地块改造为地面停车场，同时
满足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去年
4月，该地块整治完成对外开放，200
个停车位、40个新能源充电桩，令周
边居民直呼便利。

滑滑梯、转转车，大人小孩尽情畅
玩，欢声笑语。在东湖高新区关东街
道，一片铁路沿线曾经荒芜的地块建
成“火车头嘉年华亲子乐园”，东湖高
新区城管局和关东街道办事处充分考
虑居民亲子游玩需求，让整治切中居
民所需。

蓝、红、绿、黑四色交织，垃圾分类
知识展板、游戏设施遍布，5月13日，
汉阳区戈一园口袋公园经过升级改造
后正式亮相。这片位于汉阳永安堂、
曾经被乱搭乱建的地块，蝶变为垃圾
分类主题公园。汉阳区城管执法局在
保留园内原有健身设施的基础上，增
设垃圾分类主题景观，既满足居民散
步的需求，也能让家长带孩子娱乐互
动“长见识”。

口袋公园、游园、健身路径、停车
场、新能源车辆充电场站、企业产品展
示区、简易运动场、文化长廊、露营基
地、观景台……武汉为城市“边角地”
确定了十余种整治类型，整治凸显功
能性、实用性，地块精细化整治与市民
需求贴合得更加紧密，成为环境整治
不反弹、不倒退的关键。

目前，武汉正在开展新一轮100
处地块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全市还将
对完成治理点位开展“回头看”，确保
长效管理，切实提升城市环境品质，让
整治项目真正成为具有社会价值、经
济效益的民生工程。

记者宋磊 通讯员黄红波 周玉
琴 汪玉平 谢卓维

建花海、建公园、建停车场，让人愿意来才是治理之道

武汉“一地一策”整治100块边角地

位于汉阳永安堂曾经被乱搭乱建的地块，蝶变为垃圾分类主题公园。

和平大道与建设六路道口两侧地块经建设焕然一新，建成生
态文化长廊。

洪山区白沙洲大道和园艺二路交叉处，曾经的“边
角地”被改造成生态新能源停车场，即将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