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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园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记者魏梦佳、董

峻、阳娜)一个月后，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将在北京延庆盛大启幕。这是继 1999 年
昆明世园会后，国际最高级别的园艺博览会再
次来到中国。

“让园艺融入自然，让自然感动心灵”。长城
脚下、妫水之畔，在这座“百园之园”中，来自世
界各地的人们将共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
画卷，共话建设绿色家园的美好愿景，共商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山水田园 芳容绽露

春光明媚，妫河静淌，草木吐绿。
八达岭长城向北 10 公里左右，北京世园会

园区一派忙碌景象：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
各场馆和室外展园等施工收尾工作，安装设施、
调试设备、铺装地面、搬运苗木……

从一片空旷到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展园、一
个个标志性建筑，两年多来，这处荟萃世界园艺
成果之地，凝结了无数人的汗水和智慧。

在总面积 503 公顷的核心园区，“一心、
两轴、三带、多片区”的山水田园格局初
现——— 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植物馆
四大主场馆基本建成；妫河生态休闲带、园艺
生活体验带、园艺科技发展带以及世界园艺展
示区、中华园艺展示区等多个片区逐渐搭建成
型。

北京世园会园区建设已进入到冲刺阶段。
据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大华介绍，园艺博

览会是由国际展览局(BIE)认可、国际园艺生
产者协会(AIPH)批准举办的国际性园艺展会，
根据举办规模和时间等分为 A1、B、C、D 四
类，A1 类为最高级别。

1999 年，以“人与自然——— 迈向 21世纪”
为主题的世园会在云南昆明成功举办，这是中
国首次举办专业的 A1 类世园会。2012 年，北
京承办 2019 年 A1 类世园会成功获批，以“绿
色生活 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北京世园会将展
现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新图景。

这场盛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截至 28
日，已有 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全国 31
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在内的 120 多个非官方
参展者确认参会，是历届 A1 类世园会参展方
最多的一届。

“北京世园会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举
办非常有意义。这将是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一
场绿色盛会，也是人与自然交流对话的一篇绿
色乐章。这是一张当代中国的绿色名片。”叶大
华说。

园林文化 神奇之旅

游龙梅、宣城水东枣树、琅琊榆、醉翁
榆……漫步北京世园会的室外展园安徽园，安
徽经典建设集团设计院院长、园林设计师王引
如数家珍地介绍园中栽植的 200 多种安徽特有
植物。

“这些植物都需要精心养护，比如长在大别山区的银缕梅，
就要经常喷水保湿。”王引向记者介绍。

植物是北京世园会上的绝对主角，也是此次盛会的一大看

点。放眼植物馆，满是小叶紫檀、地涌金莲、青果
榕等珍奇植物……

在陕西园，一棵 3 米多高、造型独特的迎客
松去年 11 月从秦岭运送移植于园中，为了让其
安然过冬，防护得严严实实，开园时才能展露真
容；

在西藏园，一棵来自藏地、有上百年树龄的
左旋柳经过一年的适应期已发出嫩芽，生长在
雪域高原的珍贵植物绿绒蒿经引种栽培也将出
现在观众面前……

记者了解，这次展会将展示花卉、果蔬、中
药植物、茶等多类植物。游客不仅能尽赏牡丹、
荷花、兰花、月季、茶花、杜鹃等 40 多种中国名
花风姿、40 多种具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还能
与世界各大洲的特色花卉植物及众多新品种
“亲密接触”。

上百个各具特色的室外展园，体现了中国
各地及各个国家、地区园艺风格和文化魅力。

“这里所有的木材和装饰材料都是从日本
运过来的。我们希望能利用远山、叠水、竹墙和
花卉等展示日本的园林特色和绿色生活。”日本
展园庭院建设负责人高桥成树介绍。

阿塞拜疆展园的主体建筑犹如一弯木质螺
旋状的“贝壳”，旁边种有阿塞拜疆人钟爱的石
榴树。展园负责人娜敏说：“古代阿塞拜疆就在
丝绸之路上，我们两国有很多共通的东西，这次
我们带来的手工地毯上就有龙的图案。”

在北京世园会长达 162 天的会期内，2500
多场文化活动将陆续举办，精彩的开闭幕式、中
国馆日活动，以及国际竞赛、花车巡游、世界民
族文化展示等，将给游客提供丰盛的“大餐”体
验。

园艺为媒 绿色生活

安徽园中，特意设计了一片“水源林”。王引
说，模拟水源林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传递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保护山水环境的理念，也希望通过
世园会引导人们把园艺与生活结合起来，感受
自然之美、园艺之美和传统文化之美。

“正确、创新地利用植物和园艺是解决许多
城市所面临问题的途径之一。”国际园艺生产者
协会秘书长提姆·布莱尔克里夫认为，“北京世
园会‘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的主题很好地诠释
了这点。”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韩丽
莉，希望通过屋顶绿化改善生态环境，为寸土寸
金的城市增加绿量。“希望屋顶绿化借助这个平
台让更多人了解，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她说。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赵世伟介
绍，近年来我国花卉的产量、品种和品质有很大
提高。他认为，这次展会不仅能促进中外园艺交
流，也能带动我国的花卉消费。

万花盛放的美丽花园，中华建筑神韵的展
示，国际交流开放的平台，多彩文化活动的舞
台……伴随春的脚步，带着对绿色生活、美丽家
园的期许，北京世园会正向我们走来。

“中国为世界花卉园艺领域做出了突出贡
献。”提姆·布莱尔克里夫说，“举办世园会不仅能让游客欣赏到美
丽的花园，更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追求绿色生活方
式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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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3 月 27 日电(记者杜康)
三月春光，微风和煦，百花盛开，出门走走
转转是一件美事。对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来
说，绿色有的时候是绿化带，“看得见”却
“走不进”；有的时候是公园，“走得进”但路
有点远。如今，上海绿道建设让绿色就在
“家门口”，让绿色“看得见”也“走得进”，整
个城市都被绿色串联。

三月春光媚

城市绿道风光好

徐汇区龙华街道临近黄浦江，沿江绿
道成了附近居民休闲遛弯儿的好去处。绿
道设有座椅、花坛，途经一个小码头、一座
美术馆。绿道区分了跑步道和散步道，方便
不同速度的人流。

这是黄浦江绿道上的一小段。如今黄
浦江 45 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全部贯通，一条
蜿蜒绿道也远远铺开，贯通沿线五区。作为
一条市级绿道，结合不同的生态属性，绿道
不同路段规划了不同的主题。

上海的早樱正开花，粉白花瓣起舞，
“浪漫樱花道”成为几处绿道的特色。粉黛
乱子草——— 上海新晋“网红草”，花期在秋
季，开的花呈粉色云雾状，大规模种植后景
色壮观，闵行区一段绿道种植了这种草，秋
季成为不少市民的“打卡圣地”。黄浦滨江
绿道的世博园区段，布置杜鹃园、月季园、
岩石园等，不同季节呈现不同风光。

绿道串起来的，不仅有景色，还有记
忆。十六铺码头——— 曾经上海的水上门户，
也是老上海人的回忆。老码头原本的药材
仓库将改成药材主题公园，原本的木行会
做成以高大乔木为主题的公园，绿道从中
穿过。

从路边的风景，到各种便民设施，“过
去城市绿色只能远远地看，现在市民可以
走入其中，在里面散步嬉戏，我觉得这就是
绿道的价值。”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规
划发展处副处长张莹萍说。

什么样的绿道让人幸福？

要贯通、要通到家门口

“在开展上海的绿道规划之始，我们问
自己，市民需要怎么样的绿色空间？”张莹
萍说。

要能贯通。“仅有几段绿道是不够的，
绿道带给人的幸福感跟它的密度、广度直
接相关。”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技术指导
科副科长王本耀说，“想象一下，在城市任
意一个地方，都能很快进入绿道系统，在远
离城市喧嚣的绿色里，步行或骑行。不用出
绿道，一直走下去，就到达下一站，是一件
多么幸福的事。”

要通到家门口。“让居民沿着绿道可以
从外面走进社区，或者说居民最多步行 15
分钟能够进入城市绿道系统。”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
局长方岩介绍，社区绿道也是上海绿道的一大特点。

截至 2018 年底，上海共完成绿道 671 公里。其中市级

绿道 119 公里、区级 165 公里、社区级
387 公里。“如果说市级绿道是藤蔓，把
大型的郊野公园、水乡村落等生态空间
连进来；区级绿道就是藤蔓上结出来的
瓜；社区绿道就像是毛细血管，渗透小区
街道。”方岩说。

“社区绿道是上海重点推进的方
向。”方岩介绍，大规模生态资源的缺乏，
让上海除了主干道，还要大力发展身边
的绿色资源。社区绿道更贴近百姓生活。

刘阿姨家住新江湾城，一条绿道连
接地铁 10 号线的新江湾城站、社区文化
中心、街心公园，不论晨练、出行、去文化
中心，都不用出绿道。“满眼绿色，心情就
变得很好。”

封闭绿带到开放绿道

上海“螺蛳壳里做道场”

上海面临自然资源匮乏的现状，怎
样在这么一个人口密度高、建筑密度大
的地区，尽可能挤出一些绿色空间留给
市民？上海一直在探索。

绿道贯通难度大，建设中遇到数不
清的堵点和断点。2019 年苏州河绿道加
紧建设，普陀区仅 7 . 5 公里绿道规划中
就需打通断点 13 个。张莹萍介绍，上海
不少绿道依河而建，但很多河边空间已
经被挤占，有不少企业，也有一些违法建
筑。怎么把河边“空出来”，如何与相关的
企业单位协商是个问题。

更多的应对方式是“借道”。以徐汇
区为例，作为中心城区，衡山路附近的绿
地资源并不多，于是徐家汇公园、在建的
体育公园都被看作“可借”的资源，划进
绿道的贯通规划中。徐汇区不少林荫道
景色宜人，两旁梧桐树年龄超过 80 岁，
也被利用起来。

更大难点是，如何增建绿道。方岩介
绍，打开封闭的防护林带，目前是增建绿
道的一种重要方式。

沪闵路上的绿带原本是“看得见走不
进”的封闭状态。“原本是地铁 5 号线的防
护绿带，经过十几年生长，树木很是浓
密。”闵行区绿化园林管理所副所长吴凌
峰说。为了“看得见走得进”，闵行区对绿
带植被进行了调整，对植物密度抽稀、增
加色叶树种、观赏树种。错落有致的植被，
在不同的季节给居民带来不同的感受。

其次是管理。由封闭到开放，对城市
管理也提出了挑战。“公共配套服务要进
入，卫生、安保、照明等系统设施要增加，
相应的人员也要配置。”吴凌峰说，为了
让绿道更贴合居民需求，调研后增设了
休息驿站、为遛狗的人准备了拾粪器、给
露天的藤架加盖了顶棚供市民休息等。

“城市的绿道网络建设不容易。”方
岩说，绿道建设需要依托城市原有的绿

带，而这些是上海缺乏的。随着老城改造，城市规划中会
留出更多绿地用以绿道建设，这需要时间。预计 2035 年，
上海绿道网络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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