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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浙江省义乌市村镇绿化建设现状调查 , 发现该市村镇绿化发展迅猛 , 绿地面积

及绿地率增长很快 , 同时也存在绿地建设规模滞后 , 各类绿地发展不平衡和占绿毁绿情况普

遍等问题。分析认为 , 认识不足 、 规划滞后 、资金匮乏和管理水平低下等是问题的根源 , 建

议采取加大宣传力度 , 制定补充合理的规划文件 , 加快法制化建设 , 多方筹措资金 , 加强管

理水平等对策。表 2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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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绿化是村镇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村镇外在形象的体现 , 而且可以反映出村镇

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 , 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园林绿地在保

护村镇环境 , 调节村镇气候 , 提供文化教育和游憩场所 , 美化村镇及丰富村镇景观等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 1 ,2] 。义乌市作为浙江中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 , 总面积1 102.8 km2 , 下辖 16个建制镇5个乡

56个居委会 792个行政村 , 总人口 66.85万人 , 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 119亿元 , 财政收入 8.88亿元 ,

三产比例为 5.9∶50.6∶43.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 458元·a-1 , 人均居住面积 22 m2 , 农村居民

纯收入 5 014元·a-1 , 人均居住面积 49 m2 , 城市化水平 48%, 中等框架已基本形成 , 正向现代化商

贸名城和大城市目标迈进[ 3 , 4] 。近几年义乌市村镇绿化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 但由于城市化进程的迅速

加快 , 村镇规模发展很快 , 在村镇绿化建设方面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 如不及时解决 , 势必影响到义乌

市村镇的品位与环境 。

1　村镇绿化现状

近几年来 , 义乌市村镇绿地面积发展较快 。据有关资料显示 , 1998年村镇及公路绿化面积增加

9.2 hm2 , 树木 65万株 。1999年度扩绿 6.6 hm2 , 植树 23万株。2000年度增加绿地 9.1 hm2 , 树木 37

万株 , 义务植树基地 14个 , 面积 102.0 hm2 。2000年度重点加强了村庄绿化 , 如稠城镇在城郊各办事

处建立高标准村庄绿化点 5个 , 投资均在 1万元以上 , 取得了明显的绿化效果。荷叶 、东塘和夏演等

乡镇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据 1998年 18个乡镇 441个村庄详细调查的资料显示:13个建制镇建成区

总面积2 922.80 hm2 , 已绿化面积283.3 hm2 , 绿化覆盖率为 9.7%。其中公共绿地面积 23.2 hm2 , 专

用绿地 (指单位附属绿地和居民区绿地)面积 127.0 hm
2
, 街道绿化面积 23.6 hm

2
, 零星树木绿化面

积0.6 hm2 。从各镇绿化情况来看 , 绿化覆盖率在 10.0%以上的有稠城 、 义亭 、吴店 、楂林和徐江办



事处 (原徐江镇)等6个镇 , 其余7个镇绿化覆盖率均为10.0%以下 (表1)。441个村庄面积2 878.3

hm2 , 绿化面积 410.4 hm2 , 绿地率 14.3%, 其中绿地率大于 25.0%的只有义亭和后宅 2个乡镇 (表

2)。

表 1　1998年义乌城镇绿化现状统计
Table 1　Stati stics of greening construction in towns of Yiwu in 1998

统计单位
建成区

面积/ hm2

绿化面积/ hm2

小计 公共绿地 专用绿地
生产防护

风景绿地

街道绿化

面积/hm2

散生木

面积/ hm2

绿地覆盖

率/ %

合 计 2 922.80 283.34 23.20 127.07 108.80 23.67 0.60 9.7

稠 城 1 500.00 173.13 16.26 80.07 69.60 7.20 11.5

佛 堂 210.00 19.94 10.27 4.20 5.47 9.5

义 亭 106.00 14.07 8.27 5.80 13.3

廿 三 里 65.00 5.54 2.87 1.20 1.47 8.5

荷 叶 塘 189.00 3.93 2.53 1.00 0.40 2.1

下 骆 宅 21.00 1.67 1.67 7.9

后 宅 114.27 10.73 8.40 1.80 0.53 9.4

上 溪 150.00 21.34 3.80 16.67 0.87 14.2

吴 店 24.53 3.67 3.53 0.07 0.07 14.9

苏 溪 300.00 14.07 2.73 11.07 0.27 4.7

大 陈 200.00 9.13 6.93 1.53 0.60 0.07 4.6

楂 林 37.00 5.33 0.87 4.20 0.27 14.4

徐 江 6.00 0.80 0.53 0.27 13.3

表 2　1998年义乌村庄绿化现状统计
Table 2　Statisti cs of greening construction in villages of Yiwu in 1998

统计单位 村庄面积/ hm2 绿化面积/hm2 绿化比例/ % 村庄总户数/户 村数/个 规划面积/ hm2

合 计 2 878.33 410.40 14.3 108 377 441 4 052

稠 城 519.07 103.42 19.9 18 382 92 244

佛 堂 330.95 33.60 10.2 15 282 60 572

义 亭 314.50 79.20 25.1 16 743 61 35

廿 三 里 334.94 41.33 12.3 11 376 41 636

江 湾 109.10 5.13 4.7 3 909 9 327

官 塘 125.53 14.47 11.5 4 419 21 254

荷 叶 塘 258.40 25.60 9.9 7 026 39 585

下 骆 宅 184.87 21.20 11.5 5 526 30 366

青 口 153.20 20.67 13.5 5 516 22 150

后 宅 80.40 25.87 32.1 4 415 16 8

上 溪 19.20 1.47 3.8 661 3 47

吴 店 13.60 0.67 4.9 636 2 31

苏 溪 136.13 7.27 5.3 4 235 15 299

大 陈 87.67 16.53 18.9 3 327 10 35

楂 林 5.40 0.47 8.6 315 1 9

东 河 24.00 2.27 9.4 1 298 5 38

徐 江 69.67 2.53 3.6 1 823 8 223

夏 演 111.67 9.47 8.5 3 488 6 93

2　绿化现状分析

2.1　绿化成绩显著 , 发展势头良好

2.1.1　绿地面积增长很快 , 绿地率有很大的提高　 “九五” 期间的绿地建设规模比以前的任何时期

都大得多 , 街道行道树从 80年代的几乎空白到现在基本达到街道皆绿。义亭后宅两镇的村庄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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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25.0%以上 , 成绩喜人。

2.1.2　行政企事业单位所属绿地建设成为乡镇绿化的示范点　行政单位是单位附属绿地建设的样板 ,

各乡镇政府大院的绿化普通较好 , 如稠城镇和吴店镇政府等单位绿地率在 40.0%以上。企业单位的

绿地建设已由以前的被动变为现在的主动 , 绿地率提高很快 , 而且企业单位所属绿地建设投资较多 ,

水平较高 , 很多都建设有亭廊 、假山小品和水池等设施。

2.1.3　居住区绿地明显改善　很多居民意识到绿化对自己生活的重要性 , 自发地在市场上购买自己

喜欢的花木进行栽种 , 房前屋后的零星绿地大量出现 , 绿树成荫 , 景象兴旺。

2.2　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2.2.1　建设规模滞后　根据 《浙江省县级绿化标准》 《浙江省县级绿化达标验收办法》 和 《义乌市高

标准平原绿化总体规划》 要求 , 义乌市建制镇绿化覆盖率应达到 30.0%, 绿地率达到 25.0%, 老城

区绿化覆盖率 25.0%以上 , 绿地率 30.0%以上 , 村庄绿化覆盖率 25.0%以上 , 绿地率 20.0%以上。

而1998年 , 我国城市绿化覆盖率平均达到 26.5%, 绿化率 21.8%[ 5] 。义乌市现状不仅与要求相差甚

远 , 且低于我国城市绿地建设平均水平 。

2.2.2　各类绿地发展不平衡　各村镇十分注重街道和公路绿化 , 但不太重视其他绿地建设 , 尤其忽

视公共绿地建设 。1996年全国建制镇人均公共绿地为 2.3 m2[ 6] , 1998年 , 全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 6.1

m2[ 5] 。而义乌市除稠城和大陈外 , 其他建制镇公共绿地为零 (表 2), 整体建设水平大大低于全国平

均 , 与 《浙江省县级绿化标准》 《浙江省县级绿化达标验收办法》 规定建制镇人均公共绿地为 7.0 m2

相比 , 差距更大 。

2.2.3　占绿毁绿情况普遍　一些村镇随意践踏绿地 , 在已建绿地中开垦种植瓜果蔬菜常有发生 , 有

的甚至把公建绿地中花木挖走 , 变为私有。

2.2.4　绿地荒芜 , 苗木死亡率高　一些村镇只种不管 , 导致绿地杂草丛生 , 苗木病虫害严重而导致

死亡 。

2.2.5　绿化树种单调　各村镇绿化树种除樟树 Cinnamomum camphora ,悬铃木 Piatanus acerifolia ,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茶花 Camellia japonica 和杜鹃外 , 很少有其他树种 , 行道树千篇一律 , 很多绿地

一个模式 , 很少有本地的特点和个性。

3　存在问题的原因

3.1　思想认识上的不足

部分镇村干部和居民绿化意识淡薄 , 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 , 把建筑规模和市政规模搞上去 , 村镇

建设就成功了 , 而对村镇绿化不重视 , 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意识 , 对有关规定和上级布置的任务执

行不力 , 有一些村民则认为绿化浪费土地 , 浪费财力 。

3.2　规划滞后

好的建设必须有好的规划 , 早些年因为没有村镇规划导致建设失控 , 没有留足绿化空间 , 如今改

造难度很大 , 影响绿地发展。有些村镇规划落后于形势 , 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不能达到国家及省市规

划规定要求。有些地方虽有发展规划 , 但规划中没有绿地专项规划的内容 。

3.3　资金匮乏

在调查中发现 80%以上村镇受资金影响 , 镇财政疲于应付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 村集体经济薄弱 ,

致使村镇绿化建设难以上马或建设达不到要求。

3.4　管理水平低下

“三分建 , 七分管” 。管理跟不上也是目前绿化水平偏低和成果无法巩固的重要因素 。主要表现

为:①管理体制不完善。目前关于村镇绿化制度的法规条文不多不细不具体 , 针对性不强。 ②缺少一

支绿化管理队伍 。村镇 2级很少设置绿化管理机构及人员 , 一般由乡镇城建办公室和林技站兼管 , 但

两者在村镇绿化中的职责不明 , 难以为村镇绿化建设保驾护航 。③管理人员缺乏园林绿化的专业知识

也是造成绿化建设滞后的原因之一 。④监督机制不健全。居民小区和企事业单位建设验收以后就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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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问 , 一些绿地破坏严重 , 并出现违章占绿情况 。

4　发展对策

4.1　加大宣传力度

村镇绿化是村镇建设的一个重要指标 , 村镇绿化建设是营造优良环境 ,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措

施 , 也是义乌市村镇建设上品位上档次的重要突破。要从报纸 、电视和电台多方位多渠道大力宣传村

镇绿化的重要性 。一方面要加强村镇领导及相关干部的园林绿化专业知识学习 , 掌握村镇绿化的规

律 , 从而在工作中能做到正确地判断和科学地决策。另一方面要宣传表彰绿化先进村镇 , 先进个人 ,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 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局面。

4.2　制定科学合理的绿地系统规划

根据 《中国 21世纪议程》 所述 , 以生态观点为指导 ,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7] , 从全市的高度 ,

制定 《义乌市城镇体系绿地系统规划》 《义乌市村镇绿地系统规划》 及各村镇的绿地专项规划 , 从而

使绿化指标层层控制 , 落到实处。按照 “镇 (村)在林中 , 房在树中 , 人在绿中” 的绿化思路建设 ,

规划要有超前意识 , 如绍兴县东浦镇规划远期绿地率达 35%～ 40%, 绿化覆盖率 40%, 人均公共绿

地7 m2 , 达到浙江省园林城镇要求[ 8] 。因此规划也要与兄弟市进行横向比较 , 平均绿地率争取在全省

处于上游水平。

对不符合有关国家 、 省市规划规定的村镇规划应及时进行调整 , 对于已经实施的项目作抢救性改

造规划 , 全面提高绿地率 。

4.3　加强绿化保护的法制观念 , 提高全民绿化意识

制定 《义乌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 把建制镇纳入其中 , 引导各村镇的乡规民约补充村

庄绿化管理内容 , 制定 《义乌市村镇绿化用地征地补偿标准》 《义乌市村镇树木砍伐 、移植和临时占

用绿地和损坏绿地补偿标准》 等一系列的政策法规 , 使村镇绿化建设有法可依 。

4.4　依靠多方力量 , 多渠道筹措资金 , 解决绿化建设资金问题

鼓励广大村镇和企事业单位搞好房前屋后的绿化 , 坚持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 , 实行责任制 , 责任

到人到单位。提供绿地领养制度 , 即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出资建设养护公共绿地 , 这一制度在浙江省

的杭州 、 宁波和绍兴均取得了成功 。筹措民间资金 , 减缓政府压力 , 同时也促进了群众的爱绿护绿积

极性 。与旅游相结合 , 吸引企业主投资 , 鼓励企业出资建设并拥有若干年经营权的办法 。如稠城镇的

稠州公园和义乌乐园建设都是十分成功的经验 , 既增加了绿地 , 又给居民提供了休憩游览场所。

4.5　加强管理 , 提高管理水平

理顺管理体制 , 从实情出发 , 村镇绿化应归口城建部门管理 , 使村镇绿化与村镇的规划建设一体

化 , 技术上可以由林业部门支持协助。健全养护机构 , 村镇绿化的整枝修剪 、 维修 、除虫防病和灌溉

排涝等日常养护专业队伍 , 也可委托给绿化专业公司来负责。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 义乌市各镇都已设

有城建监察队伍 , 经统一组织学习培训后 , 即可肩负绿化执法任务 。把好审批关 , 各小区各村庄及企

事业单位建设时 , 配套绿地的面积和绿地率必须要符合有关规定 , 在不遗余力支持村镇建设的同时 ,

严格按审批程序办事 , 仔细审核 , 尽力保护绿化成果 。

致谢:本文承蒙浙江省义乌市林业局陈天宝高级工程师指导 , 在此谨表感谢。

参考文献:
[ 1] 杨赉丽.城市园林绿地规划[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 1995.94-116.

[ 2] 同济大学 ,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武汉城建学院.城市园林绿地规划[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1982.1-17.

[ 3] 周启水.义乌市第 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4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N] .义乌日报 , 2001-03-22 (1).

[ 4] 义乌市人民政府.义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10个五年计划纲要[ N] .义乌日报 , 2001-03-26 (1).

[ 5] 王磐岩 , 李金路 , 白伟岚.风景园林科技 “十五” 计划及 2015年发展规划[ J] .中国园林 , 2000 , (2):39-40.

[ 6] 卫琳.我国建制镇发展中存在问题及对策[ J] .城乡建设 , 1997 , (8):15-16.

404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2001 年 12月



[ 7] 方舟.小城镇建设急需引入生态观念[ J] .城乡建设 , 1997, (10):16-17.

[ 8] 张汛翰 , 王海明.城镇绿地系统规划初探———绍兴东浦镇[ J] .中国园林 , 2000 , (1):60-62.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actics of

greening construction in townships of Yiwu

FANG Qun

(Department of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 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 Linan 311300 , Zhejiang , China)

Abstract: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eening construction in the townships of Yiwu reveals that

the greening construction in these townships develops rapidly , and the area and rate of greenery patches have greatly

increased , but meanwhile , there still exist such problems as the sluggish scale of greening construction , the ill-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greenery patches an the widespread olamage and occupancy of green areas.The

sources of the problems ar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 sluggish planning and cow-leveled managing of greening

construction.So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public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 the reasonable planning documents

should be made , the lega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should be sped up , the fund for construction should be raised in

every way , and the managing level sh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township;greening construction;development tactics of greening;Yiwu City

《林业调查规划》 2002年征订启事

《林业调查规划》 (原刊名为 《云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是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和云南省森林

经理学会共同主办的国内外发行的林业科技刊物 , 为 《中国林业文摘》 核心期刊。主要刊登林业调

查 、 规划和设计等方面的调查报告 、科技成果和学术论文。该刊以技术性 、 实用性和创新性为原则 ,

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 知识性和可读性 , 是广大林业生产 、 科研和教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

该刊为季刊 , 每季末出刊 。国际刊号 ISSN 1671-3168 , 国内刊号CN 53-1172/S。每期定价 5.00元 ,

全年 20.00元 。由编辑部自办发行 , 订阅单位和个人可通过邮局或银行汇款 。欢迎广大读者 、 作者踊

跃投稿 , 欢迎社会各界刊登广告 , 展示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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