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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闵行区，有一座春申公园，距离上海站与
上海虹桥站均约20公里车程。近日，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走进春申公园，了解了它的建设背景和文化底蕴，
不禁深深感慨这座公园在上海与淮南两座城市之间产
生的梦幻联动。

五月的上海别有一番景致，走进公园内，各色植被
层层叠叠，仿佛一个巨大的调色盘，鲜花小道随处可见，
市民在小道惬意地散步。公园中心湖光旖旎，水面在微
风轻拂下涟漪阵阵，一群鸭子悠然地戏水，此情此景让
人心情无比舒畅。

春申公园占地约35万平方米，是上海50座“环上公
园”之一，也是以全龄活力、社区共享为定位，以森林游
憩、科普教育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它以“有机生成”为
设计理念，在分析地形、水体、植被、道路、文化等要素基
础上，重点突出自然生境营造、科普教育传播、春申文化
展示三大特色内容，为市民提供了体验都市森林、感受
上海自然生境、了解城市生态理念的重要场所。

2023年底，春申公园开园时，“春申君黄歇”雕塑正
式揭幕，其落成为这座主题公园增添了更多文化底蕴和
气息。雕塑上详细介绍，春申君名黄歇，战国时期楚国
大臣，楚考烈王时期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为“战国
四君子”之一。

淮南市谢家集区李郢孜镇，两千多年前是楚国都
城寿春的郊区，它今天的地名就是源自于楚国都城
“郢”。这里有座墓葬，被称为是春申君黄歇之墓。那
时候没有“长三角”这个名称，长三角的中心区域在两

千多年前的楚国，名曰“江东”。公元前248年的某一

天，黄歇向楚王提出改封地江东的申请，这一举动用今
天的话来说，便是春申君黄歇那时就有拥抱并融入长三
角的想法了。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上海市民，
他表示，自己通过书籍和网络了解过，因为黄歇曾请封
于江东，所以今天的上海地界在那时均属于春申君的封
地，在上海地区也就留下了春申塘、春申庙等历史遗存，
民间也曾流传着春申君“开凿黄浦”的故事。因此，大黄
浦也被民间称为“黄歇浦”“春申江”，上海简称“申”也是
源自受封于此的春申君黄歇。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了解到，滴翠园是春申公园
的一部分，也是公园的核心景区，实现了“陇上花开时，
春申溯源日”的设计理念，并追忆春申君疏浚河流、开垦
荒地的历史脉络。

春申公园里有草坪、树林、池塘，景色宜人，不少家
长带孩子在园内散步嬉戏。市民陈先生表示，在这里亲
近自然的同时，也能了解历史知识，增加文化内涵，“我
知道淮南有春申湖公园，还有春申大街，这是一种很奇
妙的感觉，好像两个城市能隔空互动。有了同样的文化
底蕴，希望我们以后的交流更多，也很希望有空能去淮
南看看。”

自闵行区与淮南市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以来，两地不
断创新探索，持续深入推进合作共建，开展全方位交流、
深化全领域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了
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春申公园的建成开放，让淮
南与上海仿佛又多了一道神奇的缘分之桥，把两座城市
联系得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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