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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向世界充分展现‘公园城市 幸
福成都’的生动画卷，诚邀海内外朋友们到
成都东部新区共赴世界园艺盛会！”日前，在
2024成都东部新区城市价值推介会上，成都
向全球发出世园邀约。

人间四月天，花重锦官城。4 月 26 日，
成都世园会将正式启幕，一直持续至10月28
日，约有 800 位境内外嘉宾将受邀参加开幕
式，共同见证这场具有国际水准、彰显中国
特色、体现巴蜀风韵的园艺博览盛会。

成都世园会各场馆展园建设如何？配套
了哪些服务和活动？营城兴业惠民的氛围怎
样？让我们先睹为快。

静待来客，绿色低碳备受期待

走进成都世园会主会场，最先映入眼帘
的是“芙蓉花开”主会场 1 号大门和梦幻般
的“银杏叶”屋顶。登上园区最高建筑锦云
楼俯瞰，城市的活力与山林的宁静一览无
余。再往里走，竹林环绕的天府人居馆展现
在眼前，巨大倾斜的屋顶与地面相连，红、
蓝、绿三色圆环相互交织，构筑起独特的艺
术画面。

“我们围绕‘圆’的核心概念进行设计，
天府人居馆是对成都生活哲学的全面展示，
也是对这座城市自然生态浓缩的真实呈现。”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
师、天府人居馆设计师刘艺介绍，三个圆环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分别代表院坝、荷
塘与竹山，构建出具有成都特色的情景空间。

世界各地打造的特色展园也是成都世园
会一大亮点，中国元素、成都特色与世界多
元文化魅力汇聚于此，届时将开展花卉园艺
国际竞赛、城市主题日等2000多场活动，平
均每天有10多场。

本届世园会首次采用“1 个主会场+4 个
分会场”模式，同步规划的新津现代农艺、
温江川派盆景、郫都花卉产业、邛崃生物多
样性保护 4 个分会场，均已建设完成，将多
角度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公园城市生动
图景。

世界园艺博览会是世界各国园林园艺精
品的大联展，也是增进各国相互交流、集文
化成就与科技成果于一体的世界花卉园艺领
域的盛会。

成都世园会执委会建设运营部副部长何
显松介绍，成都世园会的展园充分体现国际
性、专业性，已邀请国外城市、头部行业协
会参展，展园总数、境外展园数量、协会和
企业展园数量均创下历届 B 类世园会之最，
参展城市实现五大洲全覆盖。

成都创新编制了《低碳管理方案》，将绿
色发展理念贯穿整个会场规划和园区运营
中。“希望通过场馆建设、能源供给、交通出
行、宣传活动、服务管理、园区运行等方面
的诸多措施，让本届世园会成为中国向世界
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平台和窗口。”成都
东部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成都园
艺博览运营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剑锋表示。

各种新技术、新设备在成都世园会主会
场悉数登场，科技感十足，比如入口处的

“芙蓉花瓣”就暗藏着“绿色魔法”。“它还有
雨水收集的功能。”成都世园会主会场总规划
师、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副总裁黄聪介绍，雨水通过“花瓣”汇聚至
中心，然后再通过管道引入位于地下的雨水
过滤储存系统。“预计年雨水收集量约 2500
吨，可满足园区 2 公顷绿地的日常浇灌用水
需求。”

天津园内拥有一个 AI 虚拟智能骑行系
统，游客可以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互动骑行，
在绿植环抱、负氧离子含量充足的环境之中
沉浸式体验运动的快感。在未来园艺展区的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展园，则藏有一个元
宇宙沉浸花园，利用声光电数字技术创设元
宇宙创意梦幻星球，游客可以感受前沿技术
的未来图景。

更加便捷，配套设施陆续上新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世界最高水平的
羽毛球赛事——成都 2024 汤尤杯也即将启
幕。面对八方宾客，成都近期推出了一系列
便利措施。

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短期来华探望亲属、旅游观光等的外
国人，可在成都办理签证延期、换发、补
发。在蓉外国人因正当合理事由需多次往返
中国境内外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申办多次有
效签证。目前，成都市共设有11个出入境签
证证件受理点，每一个受理点均设有“世园
会签证服务专窗”。

游玩方面是否有更多“花样”？成都市文
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4 月 20 日至 5 月 20
日，以“花重锦官城，繁花世园会——到成
都街头走一走”为主题，策划推出470余项/

场活动，丰富来蓉嘉宾和市民游客的出游
选择。

成都世园会会场还将设立熊猫主题邮
局，提供包裹寄递以及世园会主题邮票、明
信片销售等服务，为游客提供邮政特色便利
服务。

外籍人士来蓉如何便捷支付？据悉，成
都全市收费 A 级旅游景区增加完善外籍游客
线上预约购票，并开设线下购票窗口，截至
目前，已有13家景区开通了微信小程序或微
信公众号外籍游客购票功能，其余景区均开
通了线下购票渠道。

航线方面，据成都市口岸物流办分管负
责人介绍，目前，成都共运营48条国际 （地
区） 定期直飞客运航线，通达欧洲、美洲、
澳洲、非洲的洲际客运航线网络基本形成，
亚洲重要航点基本实现全覆盖。2023年，成
都 实 现 航 空 枢 纽 年 旅 客 吞 吐 量 近 7500 万
人次。

提升“颜值”，城市能级不断升级

从场馆展园到绿色科技，从繁花绿植到
便利政策，马上启幕的成都世园会，将呈现
一场园林艺术与公园城市的精彩对话，也将
成为传递绿色发展理念、擦亮公园城市名片
的国际舞台。

去年以来，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以
“五绿润城”“百花美城”“千园融城”三大行
动为抓手，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塑造公园城
市优美形态，促进城市风貌与公园形态交织
相融。举办世园会，不仅要展现城市在绿
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巧思，于成都而
言，更应体现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生动
实践。

成都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大熊猫国
家公园都江堰片区里，被称为植物界“活化
石”的珙桐枝头，白色花朵竞相绽放；在红
外线相机里的鞍子河自然保护区，四川羚牛
群在雾海中觅食……如今，成都正全面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坚持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在这里实现

“双向奔赴”。
成都不断以公园城市形态之变引发城市

格局转变，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合”
不断为提升城市能级输送绿色发展动能。

2023 年，成都新建各级绿道 845 公里
（累计建成 7003 公里），新改建“回家的路”
社区绿道1003条；完成环城生态区大春小春
累计种植农作物 12.21 万亩；新增“夜游锦
江”航线 4 条；新建成世界科幻公园等各类
公园 30 个，提升改造望江楼公园等老公园
29个。

制定公园绿道开放指引、共享地图；开
展碳汇本底调查监测，设立四川天府新区天
府碳中和专项基金，开发城市绿化碳汇等方
法学……成都发展的绿色底色越来越浓。

以花为媒，以绿兴业。当世园会为成都
打开一扇国际交流合作的窗口，“雪山下的公
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的沉浸式体验
会覆盖更多的“你”和“我”。

（刘依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成都世园会即将启幕 参展城市遍及五大洲

公园城市向世界发出邀约
本报记者 王明峰

日前，《湖州市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促
进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在北京发布，
将于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 是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领域地方立法的一次创新探索，
标志着浙江省湖州市法治护航生态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
地，湖州坚定不移沿着这一科学理念指引的
方向前行。

修建河湖缓冲带、开展岸坡生态改造、
提升水体透明度……湖州入太湖水质连续15
年稳定在Ⅲ类水以上，实现“五水共治”工
作九夺“大禹鼎”，美丽浙江考核“十一连
优”，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九连升”。

守护绿水青山，必须依靠制度、依靠
法治。

去年，湖州创设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
鼎”机制，发布全国首个“生态警务”地方
标准；“森林法官”机制让修复性司法理念深
入人心；补植复绿、增殖放流、限期修复等
多元修复责任承担方式，使刑事制裁与生态
补偿有机衔接。

一系列制度举措有力护航，勾勒出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2014年 5月 30日，湖州成为全国首个地
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两年后，湖州颁
布实施全国首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地方法
规《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

近年来，湖州探索构建立法、标准、体
制、数智、文化“五位一体”制度体系，先
后出台生态文明领域地方性法规11部，美丽
乡村建设指南、绿色产品评价通则等12项标
准上升为国家标准，推动生态治理由“事”
向“制”迭代跃升。

从最初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到今天形成
涵盖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
文化、生态制度、生态安全的理念与实践体
系，湖州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解
法和参照。

2022 年 6 月，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赋
予湖州“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新目标
新定位。

生态文明典范城市，是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的升级版。湖州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如何向“典范”进阶？

为此，湖州于去年 5 月正式发布 《湖州
市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设纲要》，画出“三步
走”路线图，定下打造“五大高地”任务
书。立法，紧随其后。

湖州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迈
入新征程，面对更加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与
时俱进地更新制度化手段，十分关键。新的

《条例》应运而生。
翻看《条例》，生态文明典范城市“路线

图”清晰明了，特别是对紧扣湖州经济社会
发展实际，注重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保护的关系，提出不少破解之道：

针对产业转型升级，要求落实细分行业
新建项目能效标准，对能效诊断达不到基准

水平的企业，引导其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
造，并就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发展等方面分类作出方向性规定。

在“要素保障”上“拉满”力度，要求
完善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优化生态保护
补偿、绿色产业基金等政策措施，发展绿色
金融和转型金融；从智力保障的角度，完善
人才引育机制，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完
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评价、推广转化等
机制。

污染防治方面，则更强调治污的精准性
和科学性。以大气污染为例，《条例》分别根
据工业源、移动源、扬尘污染等不同污染
源，明确治理措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副主任委
员吕忠梅表示：“《条例》是一部符合湖州发
展要求、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高质量生态文
明建设地方立法。期望湖州再接再厉，围绕
生态文明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地方立法、标准示范、数
智应用、文化赋能等工作，形成全国领先、
更具湖州特色的综合保障机制。”

在生态环境部首席法律顾问别涛看来：
“ 《条例》 立足新形势新阶段，主题鲜明、
主线清晰，法律条款设置科学、重点突出，

较为完整准确地贯彻了美丽中国建设要求，
很好地把湖州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实践成果转
化为法律规范。”

不久前召开的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
上，湖州代表团作为中国唯一地市代表，在
中国边会上发表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旨
演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世界看
见了湖州，看见了美丽中国。

打好“生态优势牌”，走稳“绿色发展
路”，绘就“城乡和美篇”，奏响“共建共享
曲”……湖州正朝着生态文明典范城市的高
地迈进。

下图：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西苕
溪流域风光旖旎，水系环绕，景致如画。

王徐超摄 （人民图片）

浙江湖州——

为生态立法，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刘发为

◀ 市民在成都环城绿道骑行。
李 冬摄

▲ 成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江 铖摄
▶ 成都世园会主会场主展馆。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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