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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意看得见 游园更方便 空间更诗意

创新场景营造 公园喜焕新貌
叶晓楠 王圣婴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是富有诗意的栖居，
也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近年来，从补绿增
绿、完善设施到丰富文化内涵，中国各地的公园
创新方式方法，加快改造升级，使绿地品质不断
提高，设施更加丰富多样，通过创新场景营造，
使公园喜焕新貌，不仅优化了生态景观，还扩大
了居民活动空间，推进了城市颜值与人民生活
品质的提升。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1年，中国
城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由 39.22% 提 高 到
42.06%，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11.80平方米
提高到14.78平方米。

绿地多了，还要让群众可感、可享。近期，
住建部印发通知，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试点工作，在公园草坪、林下空间以及空闲地等
区域划定开放共享区域，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搭建帐篷、运动健身、休闲游
憩等亲近自然的户外活动需求。

公园改造焕新貌，满眼秀色入画来。公园
功能和颜值的双双提升，使人们看得见绿意，
游园更方便，畅享充满诗意的生活空间。

提质增绿，用生态绿笔扮靓城市

“太美了，忍不住想拍照。”自从新改造
的“开元画卷”绿化景观在河南省洛阳市开
元大道与长兴街交叉口西南角亮相以来，很
多市民在游览时忍不住发出这样的赞叹。

今年 3 月，洛阳市城管局对开元湖公园
东北角一块1200平方米的绿地进行了“微改
造”，改造后的绿地通透舒朗、色彩靓丽。一
条石子铺就的小路曲径通幽，两侧 9 组花境
散布其间，诗意盎然。花镜内栽种的有绣
球、黄金菊、矾根、鲁冰花、飞燕草等花
卉，开花植物种类丰富，花色靓丽多彩。

开元湖公园东北角绿地“微改造”，施
工、设计都由园林绿化工人来进行。洛阳市
城管局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王松涛介绍，此
前，这块绿地种植有广玉兰、雪松、大叶女
贞和八角金盘等植物，因生长时间长、枝叶
郁闭，景观效果不佳。此次“微改造”后，
移走了部分过于密集的树木，并采用花境、
龟背模纹、汀步砾石等造景元素，层次更加
丰富，色彩更加靓丽，受到市民喜爱。

“‘微改造’打造出了通透精致的园林
景观，当游客沿着蜿蜒的汀步园路走进该作
品时，如同在画中游览，故取名‘画卷’，寓
意洛阳发展绚丽如画。”王松涛说，除“开元
画卷”外，洛阳市园林绿化部门还精选地
点，利用点状、组团式布置造景手法，打造
了“江山如画”“伊水环绕”“沙海绿洲”等
20多处景观，让道路绿化景观焕然一新。同
时，对城市区 50 条主干道的绿化进行提升，
把一路一景、一草一木变为城市名片，让市
民和游客尽享绿色之美。

像洛阳“开元画卷”绿地一样，近年
来，多地公园从小处着手，植入地域文化元
素，通过“微改造”实现“精提升”，提质增
绿，用生态绿笔扮靓城市。

作为湖北省武汉市首个5G公园，常青公
园通过实施净化水质、调节微气候、维持生
物多样性等措施，不断推进湿地“数智化”
养护，使公园呈现出富有生机的美丽景观。

常青公园湿地养护技术人员介绍，园区
内的镜湖湿地是水生态治理改造的重点。“首
先对湖泊进行了筑坝抽水和分段式清淤，把
湖底的腐殖质、杂质都进行一次清除，再通
过湖底栽植水生植物，投放一些鱼虾贝类和
食藻虫、微生物菌群，共同构建水下自然生
态系统，从而实现自我净化的功能”。

常青公园 5G 智慧管理系统利用数字赋
能，还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水体质量、土
壤干湿度，并利用这些监测数据开展公园养
护管理。改造后，湖岸边乌桕、紫薇、垂柳
等树木和清澈的湖水构成一幅幅绚烂景色。

坚持用生态绿笔扮靓城市，不仅要对
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更要持续放大生态优
势。目前，多地推进“拆墙透绿”计划，
公园与城市空间实现有机结合，让人们能
够在城市中诗意栖居。随着一项项“增绿
点翠”工程启动，城市生态系统通过公园
联 结 起 来 ， 一 幅 幅 “ 城 在 绿 中 、 绿 在 城
中”的美丽图景徐徐展开，绿色成为城市
发展的动人底色。

完善设施，打造绿色共享空间

漫步在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一片片别具特色的公园绿地。通过完善基础
设施，家门口的公园满足了居民游憩、社
交、运动等多方面需求，开辟出全新的绿色
共享空间。

在广东省广州市，创新公园新打造的
“运动天地”成了附近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以前一家人就很喜欢来创新公园观赏花海，
现在公园升级改造后，不仅可以赏花，还可
以锻炼，一举多得。特别是篮球场，家里小
朋友特别喜欢。”市民李先生说。

据了解，为了满足群众的健身需求，创
新公园新建了一个面积约1200平方米的运动
广场和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足球场，运动空
间、健身器械、休闲设施等一应俱全，成为
市民健身娱乐的幸福空间。为方便游园，结

合健身空间特点，公园还对缓跑径以及园路
进行了优化改造，通过增加园路两侧砌石，
铺设蓝色透水混凝土路面、调整缓跑径宽
度、坡度、弯度等形式，提升生态景观效
果，提高使用舒适度。

“创新公园增加了体育设施后，我们早上
起来在公园里转一转，沿着跑道慢跑一圈，
感觉整个人舒心不少。”附近居民花姨对创新
公园赞不绝口。

再看福建省福清市，夜色中，位于福清
市龙江畔的儿童公园、市民休闲公园在灯光
的映衬下，宛如一幅夜间画轴，光彩夺目。
公园内，一条条“声光互动投影灯”步道搭
配着美妙的音乐，呈现出一幅幅生动有趣的
互动场景，孩子们在炫彩的“光影万花筒”
中奔跑、玩耍。

“听，是海浪的声音！”“妈妈，快来和
我一起踩字母，真好玩！”“快看快看，现在

又变成小鱼游来游去啦！”在市民休闲公园
里，一条 50 米长“海浪拍岸”声光互动投
影灯步道备受欢迎。沿步道安置的投影机，
将影像投射地面形成海浪拍岸的动态场景，
搭配海风、海浪的立体音效让游客市民如身
临其境。

公园的另一条 40 米声光互动投影灯步
道设置有荷塘月色、凤凰于飞、步步生花等
多种主题影像。据工作人员介绍，声光互动

投影灯主要依靠人影走动，触动感应区域从
而产生互动效果。而儿童公园的声光互动投
影灯步道设置的主题则较为童趣，主要包括
表情包、飘字母、切水果等，趁着夜色前来
游戏的孩子们纷纷沉浸在这充满科技元素的
世界之中，感受科技与自然结合带来的别样
美感。

“今后我们将继续完善公园基础设施，
同时紧扣城市环境新变化，坚持公园景观性
和功能性同步抓，增加一系列项目建设，给
市民打造一个更加美丽舒适的公园环境。”福
清市园林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多地公园在升级改造中还巧妙利用不起眼
的闲置空间，既满足了市民高品质生活需要，
又通过强化场地功能，丰富市民游园体验。

在山城重庆，栖霞镇栖霞公园成了附近
居民肖本芳点赞的对象。“这里以前是荒坡，
现在修了一个广场，配有篮球场，还有健身
场所。我们天天都来这边跳舞，真的既干净
又舒适。”每当夜幕降临，栖霞公园就准时响
起节奏欢快的歌曲声。肖本芳经常在晚饭后
与社区姐妹相约，一起在公园里伴着歌声跳
起舞蹈。

栖霞镇以人居环境整治和场镇环境整治
为契机，利用场镇边角地，新建社区“口袋
公园”、小游园，通过“微功能”服务居民健
身休闲的需求。新建设的“口袋公园”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不仅增设了绿化带和公园长
椅，还是个集综合体育场、文化活动广场、
儿童活动区、健身区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让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健身、休闲
的乐趣。

融入文化，传承城市历史文脉

公园建设不局限于“见缝插绿”，还要融
入文化元素，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各地公园
积极打造“绿化+文化”的休憩空间，把艺
术融入生活，让游客在观景中感受水清岸绿
的生态美景下蕴藏着的深厚文化底蕴。

在北京市昌平区，改造提升后的大运河
源头遗址公园于今年 4 月正式对外开放，再
现了元明时期白浮泉历史文化风貌，千年文
脉绘出的水韵新画卷正徐徐展开。经过整
修，清澈的泉水从 9 个青石雕刻龙口中喷涌
而出，流入深潭，“龙泉漱玉”盛景重现。游
客在公园可以参观白浮泉遗址、九龙池、都
龙王庙等文物景观，还可以观赏“鹭影台”、
聆泉处等景点，丰富了游园体验。如今，大
运河源头遗址公园已成为传承保护大运河源
头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场所，开园 2 个月
来，接待游客超过16万人次。

“之前听说过大运河源头遗址，但没想到
就在家门口的公园里。现在，改造后的公园
环境特别好，通过各种讲解和布置，让更多
的人了解白浮泉遗址。”市民崔源伟说，公园
里绿树成荫、小桥流水，傍晚时分，她时常
在此散步，在休闲中体味老北京的传统文化。

据昌平文旅集团大运河事业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公园在完成都龙王庙、龙泉禅寺、
九龙池及碑亭文物修缮基础上，增加了长流
惠泽、山水清音景点以及运河源、引水台、
聆泉处、读泉圃四处节点，与昌平新城滨河
森林公园融为一体，形成山水相映的空间布
局，成为市民体验历史文化、休闲游憩、健
身锻炼的重要场所。

“后续，昌平区将开发研学课程、公益讲
堂等水利科普实践活动，常态化举办读书
会、论坛、沙龙，以及‘运河源 白浮韵’主
题活动，传承运河文明、讲好运河故事、传
播运河文化。”该负责人说。

是公园，又不只是公园。近年来，“公
园+”“+公园”的多功能叠加新理念在许多
城区公共空间落地，融入地域文化基因的游
览空间正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江苏省无锡市，近期，古运河畔的运
河公园展露新颜，城市与艺术在此邂逅。更
新后的运河公园 A 区，重塑了沿河界面，彰
显了文化底蕴。“此次更新采用分片式，完成
一部分改造就出新一块风景，全部升级后，
一幅‘新版’运河岸景将揭开面纱。”无锡城
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总师办主任范吉婴介绍。

艺术主题是此次公园更新的一大特色。
运河公园的改造提升融入了公共艺术元素，
筹划了公共艺术大展，让艺术点亮城市，温
暖城市。“无锡阿福”登上了圆筒粮仓、太湖
渔网围成了迷宫空间、一滴滴放大的“水
滴”彰显着这座城市灵动通达开放进取的水
文化……以地域文化为灵感，公园内新增了
1 座城市大型主题雕塑及 15 座公共艺术雕
塑，挖掘运河、江南及无锡地域文化，将艺
术公园建设融入城市肌理，将公园打造成为
兼具自然之妙与艺术之美的公共艺术公园，
实现“人”“城”“园”的完美融合，满足市
民游客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结合街区特色，公园还可以有自己的
“个性”。在上海，毗邻宛平剧院的东安公园
走上了“公园+戏剧”的融合道路。修旧如
旧的外表下，这一小而美的公园因为拥有了
传统灵魂和人文情怀，逛起来更别致也更具
雅趣。在翠竹湖畔，两座充满中式韵味的竹
亭隔水相望，与连接他们的亲水步道一起，
构成“天然”的表演空间。湖岸的开阔绿
地，则化身视野良好的看台，一些有古典园
林“基因”的剧目，放置在适合的公园内，
更能激发沉浸式的观赏体验。

业内人士指出，公园拓展的文化内涵丰
富了城市的文化元素，同时也展示了城市的
文化风貌。公共空间的改造升级，提升了城
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活力，同时也塑造了市民
游客的生活方式。未来，会有更多的公园公
共文化空间出现，去提升城市形象、记载和
延续城市文脉。

（魏 雨、王江红、孙夏莲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①：图为江苏省无锡市运河公园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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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图为河南省洛阳市新改造的“开元画卷”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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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图为北京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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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图为广东省广州市创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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