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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层次强化公园选址的便民性和合理性。一是总体规划均衡

科学布局。将口袋公园列为《常州市公园体系规划》“520”体系的“0”，

即口袋公园和群众“邻距离”、覆盖社区“零死角”。落实辖区摸清家底，

排查布局盲区，一张规划蓝图，建立口袋公园项目备选库。二是建设

计划响应群众呼声。将布局盲区和贴近市民生活的点位，优先列入建

设计划，2023年82.1%的口袋公园建到市民“自家门口”，真正实现群众

推窗见绿、出门进园。三是坚持功能为本、文化为魂。将党建元素、

历史文化、地域特色及家庭教育等因地制宜进行融合，从“常州三杰”

红色基因传承，到“常州诗派”“怀德荟”展示，为市民提供丰富愉悦的

游园体验，展现城市的文化底蕴，满足邻里交流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趣味化和多样性拓展“公园+”增强家庭黏性。一是联合区、

街道、社区举办喜闻乐见的活动。结合“市民赏花月历”，推动月季花

展等园事花事活动从大公园向“小口袋”延伸覆盖，在口袋公园开展市

民园艺师、“植物医生”园艺门诊、以盆换花，开辟邻里月季园，让园

艺花艺进社区、进家庭，联合供销社、社区开展口袋公园特产集市；

面向儿童组织开展亲子义务植树活动，让孩子们和家长一起亲身体验

种植的乐趣等。二是家庭家教家风文化走进公园园事花事。荆川公园

海棠、兰花，圩墩桃花、东坡牡丹，紫荆月季花会均开展儿童书画、

诗词、园艺等儿童专享活动，4月27日开幕的紫荆公园月季花会，在活

动筹划阶段我局落实园管中心多次和市妇联、市政府妇儿工委办汇报

对接，引入市妇联家庭家教家风文化内容支撑，举办儿童百米画卷、

我的IP我做主、赴一场孩子们的音乐会、市花和常州三杰思政课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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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利用公园大屏播放新时代家庭五礼十仪、“用心沟通用爱陪伴”等

科学家教进万家系列视频。

三、积极探索增强公园功能互动性和体验性的实现路径。一是借

力市妇联“童声童议”儿童观察团平台，积极拓展儿童参与口袋公园建

设方式。市妇联组织儿童观察团16名观察员走进在建的儿童医院沙之

谷口袋公园，“一米高度”看公园提意见，儿童观察员小中见大见微知

著，提出儿童医院口袋公园“小菜园建议改为种植花卉，如果继续小菜

园建议号召当地居民认领种植，形成一个责任→爱心→循环系统；自

然教育营地室内室外，结合文创参照红盒子、卫生站、教育宣传”等建

议，我局已落实建设、设计单位逐条研判儿童观察员14条建议意见的

实现路径。二是全过程社会参与，共建共治共享。设计方案征询社区

和群众意见，开园后上线市民找差“随手拍”，街道聘请热心居民担任

市民园长，身边人管身边园，逐步实现口袋公园“公家的”向“我家的”

心里认知转变。三是充分整合资源发挥部门合力。紧密依靠市妇联、

市政府妇儿工委办、教育局等部门机构专业资源支撑，会同各辖市区

口袋公园建设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设计部门，在口袋公园项目选址、

内容设置、展陈形式、功能布局等方面融入妇联智慧和方案。

“口袋公园＋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不仅是对儿童友好城市口袋公

园建设的高质量要求，更为公园文化注入了新内涵，提供了新思路新

举措，我局将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在口袋公园项目获2023年度常州

市民生实事项目唯一“百姓口碑奖”的新起点上，按照市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和委员要求，汇聚市、辖市区部门和社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