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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惬意 主题鲜明

徐堰河湿地公园河水清澈见底，河面上微风
吹拂，白鹭飞翔，涟漪浪翻。河面上，一座飞架的

“双虹桥”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徐堰河湿地公园
“空中绿道”。这座“空中绿道”南侧全长 891 米，
北侧全长 1300 米，从空中俯瞰犹如双龙饮水、长
虹卧波，故取名为“双虹桥”。该桥宽 3.5米，可供
两人并肩骑行。“空中绿道”开放后，前来跑步、散
步、骑行的市民络绎不绝。

在成都市区的北三环路上，又一条建设中的
绿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路面上，大部分路段的绿
化带已完成基础部分的施工，原有密集杂乱的树
丛已变得清爽、通透；高大的乔木下栽种着绿油油
的草坪，人行步道穿插其中。更有特色的是，有的
步道以沥青为面层，上面镶嵌竹叶图案，周边栽种
各类竹子，称之为“竹韵步道”；上面拼嵌着“熊猫
脚印”花纹，叫“脚印步道”；还有布设于草地间，连
接公交站台、公厕、驿站等的“熊猫脚印连接步
道”…… 这便是被称为成都“最萌”的绿道——

“熊猫绿道”。按照设计，“熊猫绿道”结合 4 个熊
猫文化主题，对应“花、果、竹、林”四个主题，将打
造 8 片特色植物林，分别展现“繁花闹春意、芙蓉
织锦绣、清香溢满林、金果缀枝头、幽篁通绿径、竹
艺展诗情、彩林绘蜀韵、碧郁满蓉城”的景观风貌。

“熊猫绿道”只是成都诸多的特色绿道之一。
根据规划，不同的绿道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主题和
定位。比如天府绿道以绿道为载体，将展现以古
蜀发源、天府盛景、传承创新为脉络的文化主题；
西北面拟以金沙文化等为主题；南面则以创新创
造等为主题。此外，还有像锦城湖沿岸计划打造
花树主题的“蓝花楹绿道”和灯光主题的“荧光绿
道”；在中和湿地计划打造以有色叶乔木为主题的

“彩林绿道”……成都绿道丰富多彩。
根据规划，“天府绿道”将以“一轴两山三环七

道”为主体骨架在成都全市范围内铺开绿网，以锦
江为轴，龙门山和龙泉山为支架，以三环路绿化

带、环城生态区、第二绕城高速为环，通过市内 7
条主要河道向外辐射，全面构建天府绿道体系，实
现绿满蓉城。

完善服务 注重品质

“天府绿道建设不仅要优化生态，更要提高人
们出行、生活的便捷度和幸福感。”负责天府绿道
方案设计的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王
继红介绍，方案将提高区域绿色覆盖率与打造慢
行公共交通系统结合起来，形成成片成网的绿色
道路体系，让人们有更好的步行、骑行体验。

绿道建设注重对绿道宽窄与人车分离的区
分。绿道建设将区分一级绿道与二级绿道。一级
绿道为沿绕城高速的主要绿道，设计宽度4米至6
米，长度近 8公里；二级绿道为设计宽度约 3米的

“毛细血管”，丰富绿道脉络，长度近 20 公里。而
在功能的区分上，一级绿道可用于举办自行车、马
拉松等国际体育赛事，二级绿道串联起主要景观，
形成绿道网络，与城市慢行系统互联互通，方便市
民和游客的游览、慢跑。考虑到市民和游客步行、
骑行的情况，绿道在植物设计上也考虑了遮阳避
暑需求。

设计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让市民和游客慢下
脚步、静下心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这便是绿道
建设的重要理念。因此，绿道的构成并不只是道路
和绿化景观的结合，还有诸多文化及便民设施。

在“熊猫绿道”上，熊猫欢乐步道、熊猫特色商
业、熊猫科普展示、熊猫萌趣小品、熊猫配套设施、
熊猫园林景观都将是这条绿道的组成部分之一。
其中，熊猫主题餐厅，也将是“最萌绿道”上的一大
亮点。根据设计，餐厅的建筑外观不仅将体现浓
郁而鲜明的熊猫元素，里面更是处处都有熊猫“滚
滚”的乖萌影子。而为突出“熊猫”这一主题，整条
道路上的标识牌、垃圾桶、座椅等城市公共设施都
将被加上熊猫元素；一些以“滚滚”为主角的雕塑
和小品也将现身三环路绿道。同时，“熊猫绿道”
将设置三级配套服务体系，主要功能包括综合服
务、商品售卖、游客服务中心、快餐、机动车停放
等，方便大家观光游览。

在创新创业氛围浓厚的成都高新区，四级驿
站也将建设得别具特色。数娱小镇（暂定）、国际
友城园、科普湿地园，以及暂定规划新建或改建的
约10个林盘院落和约40个亭台楼阁，它们都将通

过增设休憩座椅、运动设施等，并植入青少年活动
等文化功能，丰富绿道内涵。建筑设计将采用现
代简约风格，同时会增设展现天府文化内涵的雕
塑等。

特色小镇的打造会在推进标准化建设基础上
体现各自特色，突出对文化、旅游、体育以及科普
等功能布局的统筹考虑；特色园不仅有中和湿地、
秀丽东方等景观特色园，也有桑蚕文化园等文化
特色园；林盘院落则是茶院、诗社、画室、图书馆等
建筑；亭台楼阁包括了牌楼、牌坊、观景阁等小巧
的景点……成都期望以文化推动建设，让绿道内
涵更加丰富。

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

按照“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理念，
构建生态区、绿道、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城市
绿化体系，建成环城生态区，高标准打造天府绿
道，加快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启动建设大熊
猫国家公园，新建一批城市综合性公园、湿地公
园、郊野公园、小游园、微绿地，实现“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重现“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
府”的盛景，让市民“慢下脚步、静下心来、亲近自
然、享受生活”，这是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
提出“全域增绿”的要求。

按照这一要求，成都的绿道建设正有条不紊
地进行，公园、湿地的保护及设施完善同样在有序
开展。

根据“成都增绿十条”，成都将规划新建一批
综合性公园、湿地公园、郊野公园，建设一批百姓
身边的小游园和微绿地，增加公园绿地数量、完善
公园绿地功能，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园绿地体系。
2017 年，成华区将新建杉板桥公园、和美社区公
园、二仙桥公园等7个公园绿地；武侯区将启动天
府芙蓉园的筹建，面积达100公顷；高新区将建成
新怡公园和新川之心公园。

成都正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让成都
的天更蓝、水更绿、城市更亮丽、生活更宜居。

人车分离的道路，让市民及游客或慢跑、散步，或安心骑行；道路两旁绿树成荫、花团锦簇，
顺着道路的方向延伸，充满绿色海洋与大自然的味道。

荧光绿道、彩林绿道、花树绿道……根据规划，未来成都将形成“一轴、二山、三环、七道”
1500公里主干绿道。市域绿道体系串联起生态、田园、文化资源，打造出天府风景道；保护和利
用山、水、田、林等生态要素，实现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它们的出现将让成都这个

“天府之国”的生态更优美、更宜居，让成都人拥有更高幸福指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