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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PA 方法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居民满意度评价 

——以徐州市为例 

李海建
1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以徐州市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为研究对象，构建居民满意度评价体系，通过调查问卷获取居民对休闲

空间体验的重要度-满意度数据，并运用 IPA方法分析了该市公共休闲空间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87%观测指标的

重要度均值超过 4.0,表明居民对公共休闲空间体验要素比较重视;各观测指标的满意度均值位于 2.75-3.38,对公共

休闲空间体验的满意度较低；P-I 差值配对样本 T 检验显示各指标满意度均值显著低于重要度均值(P<0.05)，存在

较大提升空间。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公共休闲空间可从垃圾分类回收、厕所生态化建设、无障碍通道设置、公共休

闲文化活动开展、停车场生态化建设、健身设施、管理与维护等方面进行改进，以提升居民休闲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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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均收人增加、休闲时间延长和人口老龄化等，我国国民休闲需求呈现不断增长和多元化趋势，休闲成为国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是为城市居民和游客提供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提

出“加强城市休闲公园、休闲街区、环城市游憩带、特色旅游村镇建设，营造居民休闲空间”。2016 年我国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扩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消费的意见》提出，将个人的休闲需求和国家的战略要求紧密结合，不断释放潜

在消费需求［1］。在城市公共休闲空间设计与建设过程中，休闲景观、生态系统、活动设施、环境设施、外部交通等硬件要素和

休闲文化活动组织等软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城市居民休闲活动的开展。 

国外学者在休闲满意度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BeardJG、Ragheb M G将休闲满意度定义为：个体参与休闲活动所获得的积

极感受，构建休闲满意度量表，实证研究显示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休闲满意度研究主要从两类视角展开：一类视角探讨

居民休闲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3-5］、幸福感［6］、休闲参与度［7］等之间的关系；另一类解析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年龄、

健康状况、休闲态度、工作和家庭等［8-11］。国内学者针对休闲空间或某一类型休闲空间构建了满意度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研

究。楼嘉军、徐爱萍、岳培宇等从居民休闲环境和休闲活动层面测度了城市居民休闲活动满意度［12］;张帆、邱冰、万长江从感

知度、活力度和需求度构建了城市开放空间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13］;陆路、刘静、周旋从社会环境、服务环境、交通安全构建

了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满意度指标体系［14］;谭建共、余翩翩从市民参与、硬件设施、软性服务、整体等方面评价了广州公共休闲

运动空间满意度
［15］

。同时，国内部分学者将休闲空间满意度评价作为公共休闲空间感知、公共性等研究的组成部分，如刘炳献

与钟家雨［16］、梁爽与高文秀［17］;荣伟、古丽卡玛尔·迪力木拉提、魏伟等分别构建了 Logistic公园服务满意度模型、公园满意

度回归模型、“城市人”社区公园满意度模型等［18-20］，并测度了公园满意度，解析了关键影响因素；徐磊青、李文、丁继军等

从景观、绿化、环境、文娱活动、设施设备和管理等方面测度了广场满意度［21-23］，提升了广场宜人化水平。国内学者侧重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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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公共休闲空间观测指标的满意度，较少关注指标的重要度。重要度一绩效分析方法在游客满意度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24-25］，

但在休闲空间满意度评价中较少应用，仅有冰沁、谢长坤与杨硕冰等［26］，荣培君与程遂营［27］对公园居民游憩满意度、中老年人

休闲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徐州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建设稳步开展，系统建设了云龙湖、大龙湖、金龙湖等滨水休闲区和规模不等、特色鲜明的各类休

闲广场，优化建设了无名山公园、泉山森林公园等，形成了山水自然景观、汉文化、建筑景观要素，包括休闲空间布局与人景

和谐、雕塑栏杆等休闲小品设计、历史文化内涵体现、软硬质景观面积的比例、与周围建筑的协调性等 5 个指标。休闲空间设

计应坚持“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原红色文化、彭祖养生文化、历史名人文化等五大休闲板块，构成了中心城区公共休闲空间

体系［28］，居民休闲质量不断提升。2018年，徐州市获得“世界宜居城市”称号。本文以徐州中心城区公共休闲空间为研究对象，

构建了公共休闲空间居民满意度评价体系，并运用 IPA方法解析了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改进领域。 

1 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居民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休闲指居民通过某种途径摆脱紧张忙碌的环境，取得轻松舒适的精神状态。休闲空间为居民在闲暇时间里提供了休息、娱

乐、运动和社交等休闲活动的空间
［29］

，是由一系列休闲设施及相关建筑组成的具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的复杂空间系统。城

市休闲空间是为城市居民和游客提供休闲娱乐活动的空间，包括自我供给型、公益型和营利型 3 种［30］。其中，公益型休闲空间

是从政府财政预算、团体募捐经费中拨款建设的非营利性休闲场所，包括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和公共活动场所［31］。城市公共休闲

空间由各类城市公园、广场、绿地、绿道、滨水空间、商业休闲街和开放式景区（点）等构成［16］。课题组参照城市公共休闲空

间设计与建设实践［13，17，32］，从建筑景观、生物景观、活动设施、环境设施和外部交通等 5 个维度构建了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居民

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图 1）。 

 

图 1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居民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建筑景观要素,包括休闲空间布局与人景和谐､雕塑栏杆等休闲小品设计､历史文化内涵体现､软硬质景观面积的比例､与周

围建筑的协调性等 5 个指标。休闲空间设计应坚持“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原则，注重建筑元素的平面布局、立体空间设计与

构筑，居民在休闲活动中能够感知舒适与安全，实现人、建筑、景观、环境的和谐共存
［33］

。雕塑、石刻、栏杆等个性化建筑小

品成为休闲景观建设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设计精美的景观小品增强了休闲景观的文化内涵，具有较强的视

觉欣赏效果。地方特色文化是休闲空间的灵魂，识别、评估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通过休闲空间设计与建设，构筑具有鲜明地

方特色、浓厚历史文化的休闲空间，提升休闲空间的可识别性，延续城市文脉［34，35］。休闲空间景观设计应注意软硬质景观的有

机结合，满足比例、变化和对比要求，形成生动、自然、丰富的构成效果，营造舒适休闲空间［36］。休闲空间建筑设计和整体布

局应与周边居民生活、工作环境相协调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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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景观要素，包括栽种本地植物、植物观赏性强且四季均有看点、绿化设计的系统性、生物多样性、水体可亲近性等 5

个指标。绿地是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重要元素，也是居民接触自然的重要场所，茂盛的植物、盛开的鲜花会给居民带来轻松和

惬意。栽种植物应以本地树种为主，因地制宜;增强植物的观赏性，注意色彩搭配和季相变化；系统性设计绿化，避免视觉断面；

坚持生物多样性原则，避免物种单调［37，38］。水体作为休闲空间最富有活力的元素，是居民最喜爱的休闲区域，具有较高的景观

美学价值。依托河道、湖泊，人工建设水塘、喷泉、瀑布等景观，结合水体种植植物、放养生物，形成生态系统多样性与平衡，

增加休闲活动乐趣［39］。 

活动设施要素，包括成人健身设施、儿童游憩器材、桌椅亭廊等休息设施、步道人性化与休闲化设计、公共休闲文化活动

的开展等 5 个指标。居民对运动休闲的需求不断提高，如步行、太极拳、健身操、骑自行车等活动；同时，健身器材的数量、

种类、质量等直接影响了居民休闲体验的满意度
［40］

。座椅、长廊、亭台等应采用本地材料，充分展示地方特色文化，为居民营

造休闲歇息的惬意空间。步道是连接休闲空间各景观、设施的纽带，一般采取蜿蜒曲折的园林表现手法，注重人行步道的人性

化设计，创造曲径通幽的休闲空间［41］。城市休闲发展质量不仅表现在硬件建设层面，还体现在休闲文化活动的开展，设计与引

人具有地方特色的休闲文化活动，吸引居民参与，营造休闲空间氛围和活力［35，42］。 

环境设施要素，包括指示牌清晰且易于识别、卫生间生态化设计、垃圾分类回收、照明音响设施、零售商品小店配置等 5

个指标［22，43］。休闲空间环境设施的设计应具有较强的可识别性，满足人体工程学要求，如指示牌系统，其形态设计与材质符合

生态化要求，颜色与环境搭配，指示清晰，易于识别。垃圾桶的合理设置与分类收集、休闲空间的卫生状况等直接影响了居民

休闲活动的质量。照明系统与音响系统设置要合理，在满足休闲活动的同时，避免干扰生物正常生长进程。在休闲空间合理配

置零售商品小店或自助售货机，满足居民对水、小零食和小饰品等商品的需求。 

外部交通要素，包括步行可达休闲空间便捷程度、无障碍通道设置、停车场地生态化设计等 3 个指标。城市居民一般遵循

就近原则，时间距离约在 30min 以内，空间距离以 1km 为临界值［44］，选择在居住区附近的休闲空间开展活动。因此，休闲空间

应遵循居民步行可以到达，或从公交车站台可以便捷到达的原则，在居住区较为集中的区域 1-2km范围内，结合城市绿道系统、

步行系统优先布局城市公共休闲空间，提高可达性［37，40］。在休闲空间建设中应充分体现资源享用的公平性和社会平等性，充分

考虑残障人士与老年人的休闲需要，设置无障碍道路体系。随着自驾游的发展，休闲空间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停车场，并注重

停车场生态化建设。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 Manilla 和 James 在对工业产品的属性研究中提出的 IPA 分析方法，通过消费者对产品重要度和实际感知程度构

建 IPA 象限进行了对比分析，明确了应该采取的措施［45］。IPA 分析图将消费者对产品的重要性、满意度分别作为 X 轴和 Y 轴，

依据各指标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的总平均值作为 X 轴和 Y 轴的分割点，划分为 4 个象限，将各观测指标的重要性和满意度均值

坐标填入相应区域［46，47］。第一象限为高重要度、高满意度的优势区，采取继续保持策略;第二象限为低重要度、高满意度的保持

区，该指标的重要程度虽然较低，但是资源优化程度较好，属于次要优势地位，采取策略是顺应自然，维持现状，同时应判断

目前的投人状况，避免供给过剩；第三象限为低重要度、低满意度的机会区，采取策略是次优先发展;第四象限为高重要度、低

满意度的弱势区，该区域非常受重视但绩效却不令人满意，应采取集中力量、重点改进的策略。 

2.2数据来源 

依据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居民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调查问卷分为 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查，包括性别、年

龄、学历和职业等题项。第二部分从建筑景观、生物景观、活动设施、环境设施、外部交通等 5个维度设计的 23个题项，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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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徐州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重要度和满意度。每个题项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度，使用 1-5分别表示非常不重要/非常不满

意到非常重要/非常满意。第三部分设置 1个开放式题项，“您认为徐州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建设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取徐州城市居民进行，当场发放和回收问卷。调查问卷由被调查者自己填写，调查人员帮助解释相关

的概念。调查时间为 2019年 9月 1日到 10月 31日，调查地点为云龙山、云龙湖、大龙湖、文博园、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园、彭

祖园、黄河故道、户部山、汉文化景区、东坡广场等。共发放 700 份调查问卷，回收问卷 610 份，剔除填答不完整、填答方式

错误或填答明显呈规律形式等无效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 545份，问卷有效率为 89%。 

为保证问卷的可靠性，本文采用 SPSS24.0进行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调查问卷整体 Cronbach's a信度为 0.942〉0.7;重要

度问卷数据信度为 0.949>0.7,KM0=0.952>0.9,Bartlett 球形检验概率 0.000<0.01;满意度问卷数据信度为 0.948〉

0.7,KMO=0.957>0.9,Bartlett球形检验概率 0.000<0.01，结果显示样本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3 实证分析 

3.1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调查显示，在 545份有效样本中，以女性为主（65.7%）;年龄构成集中于 18-25岁、31-40岁和 26-30岁，三者合计 81.5%，

其他年龄段也有涉及；学历主要以本科为主（53.4%），其他学历段均有分布；职业分布较为广泛，以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

和服务行业为主。 

表 1调查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N=545） 

百分比 

(%) 
 

百分比 

(%) 

性别 
男 34.3  政府职员 3.9 

女 65.7  军人与警察 1.7 

 18岁以下 3.3  专业技术人员 4.4 

 18-25岁 46.2  工人 5.7 

 26-30岁 16.0  农民 1.3 

年龄 31-40岁 19.3  
服务业从业人

员 
10.6 

 41-50岁 11.0  教师 13.8 

 51-60岁 3.1 职业 学生 28.1 

 61岁以上 1.1  企业管理人员 4.0 

 小学及以下 1.3  企业一般职员 8.4 

 初中 7.7  自由职业者 11.7 

学历 

高中、技工学校和

职业学校 
14.5  离退休人员 1.7 

大专(三年) 10.5  其他 4.8 

 本科 53.4    

 硕士及以上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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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重要性和满意度水平分析 

居民对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体验评价是体验后 

的感知实绩与期望对比之后形成的心理状态。体验期望（I重要度）与感知实绩（P满意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测算各

观测指标重要度和满意度均值的差值（P-I），对其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95%的置信区间），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48］。

表 2显示，徐州城市公共休闲空间 23个观测指标的重要性与满意度的统计值、均值差异和配对样本 T检验（表 2）。 

表 2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体验重要度-满意度对比（N=545） 

观测指标 
重要度(I) 满意度(P) 

P-I值 T值 双尾 P值 
均值 标准差 排序 均值 标准差 排序 

建筑景观：          

X1休闲空间布局且人景和谐 4.28 0.895 7 3.29 0.921 6 -0.985 20.309 0.000 

X2雕塑栏杆等休闲小品设计 3.89 0.903 23 3.09 0.917 15 -0.804 17.059 0.000 

X3历史文化内涵体现 4.32 0.884 4 3.32 0.958 3 -1.000 20.819 0.000 

X4软硬质景观面积的比例 3.90 0.939 22 3.15 0.918 10 -0.752 15.378 0.000 

X5与周围建筑的协调性 4.14 0.929 15 3.12 0.951 13 -1.022 19.135 0.000 

生物景观：          

X6栽种本地植物 4.03 0.978 20 3.38 0.942 1 -0.653 12.659 0.000 

X7植物观赏性强且四季均有看点 4.33 0.894 2 3.34 0.973 2 -0.989 19.483 0.000 

X8绿化设计的系统性 4.26 0.880 8 3.30 0.906 5 -0.961 20.283 0.000 

X9生物多样性 4.12 0.939 16 3.21 0.933 7 -0.908 17.424 0.000 

X10水体可亲近性 4.08 0.946 18 3.04 0.983 17 -1.044 18.268 0.000 

活动设施：          

X11成人健身设施 4.11 0.928 17 3.08 1.004 16 -1.031 18.174 0.000 

X12儿童游憩器材 4.16 0.952 14 3.02 1.046 19 -1.138 19.110 0.000 

X13桌椅亭廊等休息设施 4.21 0.938 11 3.15 0.990 9 -1.059 19.130 0.000 

X14步道人性化与休闲化设计 4.30 0.867 6 3.14 1.001 11 -1.163 21.669 0.000 

X15公共休闲文化活动的开展 4.19 0.886 12 3.03 1.012 18 -1.163 21.015 0.000 

 

(续表 2) 

观测指标 
重要度(I) 满意度(P) 

P-I值 T值 双尾 P值 
均值 标准差 排序 均值 标准差 排序 

环境设施：          

X16指示牌清晰且易于识别 4.37 0.862 1 3.31 1.000 4 -1.057 19.342 0.000 

X17卫生间生态化设计 4.22 0.941 10 2.87 1.035 22 -1.352 22.218 0.000 

X18垃圾分类回收 4.32 0.917 3 2.75 1.142 23 -1.572 25.433 0.000 

X19照明音响设施 4.06 0.936 19 3.10 0.962 14 -0.969 17.778 0.000 

X20零售商品小店配置 3.91 0.931 21 3.13 0.951 12 -0.782 14.729 0.000 

外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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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1步行可达休闲空间的便捷程度 4.24 0.883 9 3.19 1.007 8 -1.055 19.723 0.000 

X22无障碍通道设置 4.31 0.847 5 2.98 1.021 20 -1.325 23.840 0.000 

X23停车场地生态化设计 4.17 0.913 13 2.92 1.036 21 -1.251 21.562 0.000 

 

注：显著水平 a=0.05o 

从重要度均值分析，除零售商品小店配置、软硬质景观面积的比例、雕塑栏杆等休闲小品设计等 3 个指标重要度均值低于

4.0 以外，其他 20 个指标重要度均值高于 4.0,说明 87%的指标对公共休闲空间体验较为重要。重要度前五位的指标包括：指示

牌清晰且易于识别、植物观赏性强且四季均有看点、垃圾分类回收、历史文化内涵体现、无障碍通道设置等。从满意度均值看，

23个观测指标满意度均值在 2.75—3.38之间，表明居民对徐州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满意度较低。尤其是排序后五位的指标，如

儿童游憩器材、无障碍通道设置、停车场地生态化设计、卫生间生态化设计、垃圾分类回收等。从 P-I 差值分析，23 个观测指

标均值差值均为负，两配对样本 T检验显示在 95%的置信区间双尾检验概率 P<0.05,表明居民对公共休闲空间的满意度显著低于

期望值，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3.3IPA分析 

本文运用 IPA 方格图直观展示了徐州市居民对公共休闲空间的期望值和实际感知之间的差距，并依据表 2 测算了重要度和

满意度的总平均值，以 

(4.17,3.13)为坐标原点，重要度为横轴，满意度为纵轴，构建了 IPA分析矩阵，将 23个观测指标 I、P均值定位在 4个象

限(图 2)。 

第一象限为高重要度、高满意度的优势区域，要继续保持，包括指示牌清晰且易于识别、植物观赏性强且四季均有看点、

历史文化内涵体现、休闲空间布局与人景和谐、绿化设计的系统性、步行可达休闲空间便捷程度、步道人性化与休闲化设计、

桌椅亭廊等休息设施等 8 个指标。该象限为优势区域，但各指标满意度均值显著低于重要度均值(P<0.05)，存在较大的提升空

间。尤其应关注步道人性化与休闲化设计、桌椅亭廊等休息设施两个指标，其满意度均值已接近总体均值，易进入不满意区域。

随着运动休闲的流行，人行步道系统成为休闲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提高步道的可识别性和休闲化。为满足发呆、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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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睡、聊天等休息需要，应合理配置桌椅亭廊等设施。同时，深人挖掘徐州汉文化、红色文化和养生文化等内涵，形成主题鲜

明的文化广场、文化公园等；引人适应徐州市气候的绿化物种，乔木、灌木、花卉和草地相结合，提高绿化的系统性和可观赏

性;依据居住密度合理配置休闲空间，提升步行可达休闲空间的便捷程度，提升居民休闲满意度。 

第二象限为低重要度、高满意度的区域，顺应自然，维持现状，包括栽种本地植物、生物多样性、软硬质景观面积的比例、

零售商品小店配置 4 个指标。虽然该区域为低重要度、高满意度，但 4 个指标满意度均值显著性低于重要度均值(P<0.05)，仍

需要发挥优势，继续改进。在种植本地树种落叶阔叶林的基础上•，引进适应本地气候的常绿观赏植物;不断优化软硬质景观空

间布局，构造优美休闲活动空间;合理配置零售商品小店和自助售货机，丰富商品种类，提高居民满意度。 

第三象限为低重要度、低满意度的次优先发展区域，包括停车场地生态化设计、儿童游憩器材、与周围建筑的协调性、成

人健身设施、水体可亲近性、照明音响设施、雕塑栏杆等休闲小品设计等 7 个指标。但从数值来看，除雕塑栏杆等休闲小品以

外 6 个指标重要度均高于 4.0,而满意度均低于总体均值 3.13,且各指标的满意度均显著性地低于重要度(P<0.05)，表明 7 个指

标具有较大期望而未获得满足。该区域指标占全部评价指标的 30%，说明居民期望中未满足的内容和项目较多，进一步提升的空

间较大。对于接近重要度总体均值且满意度较低的停车场地生态化设计和儿童游憩器材两项指标，需给予关注。居民较重视慢

走类、快走类运动休闲，而对儿童游憩设施和成人健身器材重视不足，普遍存在数量不足、排队过长等现象，在大型休闲空间

尤为突出，因此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成人健身和儿童游憩设施，并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居民一般步行到居住地附近的休闲空间

开展活动，汽车停放需求不高，但对停车场生态环境要求逐渐增强。徐州中心城区山水相应，云龙湖、大龙湖、金龙湖等滨水

休闲空间建设取得了较大成绩，逐步满足了居民亲水休闲需要，但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第四象限为高重要度、低满意度的重点改善区域。包括垃圾分类回收、卫生间生态化设计、无障碍通道设置、公共休闲文

化活动的开展 4 个指标，满意度均显著性地低于重要度(P<0.05)，应集中精力重点改造，提高满意度水平。徐州积极推进厕所

改造，取得了较大改善，问题主要集中在厕所服务空间半径、高峰期如厕排队、部分厕所管理与维护不到位等问题。休闲空间

一般配置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桶和专门回收电池等有害垃圾的垃圾桶，但在实际操作中，居民存在不加以区分混合投放现象。

在分类收集上存在混合收集现象，需要对居民和收集人员进行引导，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和回收处理。居民对残障人士和老

年人的关怀逐渐增强，无障碍通道设置成为关注的重点，但满意度较低。休闲文化活动是休闲空间的灵魂，只有融人人文活动，

体现人的参与，休闲水平才能获得提高。 

4 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显示，徐州市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居民体验期望值较高而满意度不高，23 个观测指标满意度均值显著低于重要度均

值，提升改进的空间较大。IPA 分析显示，徐州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垃圾分类回收、厕所生态化建设、

无障碍通道设置、公共休闲文化活动的开展、停车场的生态化建设、儿童游憩和成人健身设施等。同时，问卷开放式问题发现

休闲空间管理需进一步完善。 

针对上述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居民休闲满意度，本文提出徐州市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发展对策：①环境设施方面，加强垃圾

分类回收和厕所生态化建设。各级政府和社区居委会应通过举办公益性活动、散发宣传手册等形式，引导居民正确进行垃圾分

类投放。同时，环卫人员应按照规定分类回收，定期向社会公布各种垃圾的回收量与处理程序、难度和危害，引起广大居民的

关注。“厕所革命”基本解决了厕所卫生、厕位不足等问题，但仍存在个别厕所堵塞、乱贴小广告、地面湿滑等问题，需要完

善日常管理与维护，提供舒适的如厕环境。同时，引导居民和游客文明如厕。在周末节假日高峰期，针对厕位不足、等候如厕

时间较长等现象，应设置无性别厕所或增加流动厕所，以缓解特殊时段人们排队如厕问题。②外部交通方面，人性化设置无障

碍通道，建设生态化停车场。合理设计无障碍通道线路，避免断头线路和穿越井盖线路。同时，加强宣传，避免占用无障碍通

道。停车场尽量使用草坪砖，减少地面硬化，乔木与灌木搭配，形成系统化林荫。节假日高峰期停车场车位紧张，进出口与城

市交通可进人性存在衔接问题，容易造成交通堵塞和交通事故，故交通规划需进行调控。③活动设施方面，开展公共休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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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完善健身设施。深入挖掘徐州特色文化，编制舞蹈、戏曲等文化节目，结合文化博览会、文化艺术节等节庆，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满足居民欣赏与参与休闲文化活动的需要。在需求调研与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合理设置健身设施服务空间半

径，配置数量充足的儿童游憩和成人健身器材。此外，应编制公共休闲空间管理手册，制定服务考核标准，提高休闲空间管理

与服务水平，为居民营造舒心安全的休闲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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