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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广东省率先建设珠三角绿道网。截至2014年12
月底，广东全省共建成绿道约10976公里，其中珠三角地区8909
公里，省立绿道、城市绿道、社区绿道互联互通，形成一张

“绿道网”。多年来，当地以“幸福市民、快乐游客、致富农
民”为宗旨，将绿道与沿线新农村旅游、扶贫结合，利用山水
田园和优美生态资源，变有型绿道为市民休闲健身之道、游客
观光消费之道、农民增收致富之道。

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交融是增城传统村落最大的地方文化
特色。据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资料显示，增城有 12个保存良
好的传统村落，这些村落的现存建筑、格局大都形成于明清时
期。沿增城绿道而行，人们可以感受到增城的神仙文化、土特
产文化、广府客家聚落文化，极富人文乡土韵味。

其中，南段的荔城自行车休闲健身道是增城最早开通的自
行车路段，从增城大桥到八仙沙滩公园，路面铺设彩砖，是目
前广州地区最长的彩色自行车道。自行车道的走向沿路、沿
江、沿村路蜿蜒穿行，遇村绕道，遇水搭桥，设有观景台、亲
水平台等，将增江河沿岸风光、田园风光、山林风光、农家风
光融入其中。游客穿梭在沿途 30多个景点中，应接不暇，美不
胜收。 （冯麟茜）

东湖绿道：
编织城市绿网

2018年4月29日，在中印领导人东湖会晤后的第一天，“东
湖绿道”一跃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关键词。当日，东湖绿道接待游
客量达16万人，超平日3倍。

东湖绿道位于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内，是国内首条城区内 5A
级旅游景区绿道，全长 101.98 公里，宽 6 米，串联起东湖磨山、
听涛、落雁、渔光、喻家湖五大景区的东湖绿道，目前由湖中
道、湖山道、磨山道、郊野道、听涛道、森林道、白马道主题绿
道组成。

在湖光山色中，东湖绿道的一草一木都蕴含匠心，“刚肠玉
骨沧浪水，儿女英雄百战身”的九女墩、“参天杉树巍然立，一
湖风景缘堤扬”的长堤杉影、“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的观楚台
……绿道环抱着东湖，形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绿网，走在其中，
游客可充分领略到东湖磅礴大气、精巧绝伦之美，让人流连忘
返。随着绿道建设的不断完善，武汉市提出了创新“大湖+”模
式，东湖绿道着手打造国际、科创、休闲、体育文化功能区及生
态体验区等“大湖+体育”主题功能区。 （冯麟茜）

增城绿道：
徜徉山水田园

最近，38位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雕塑家走进成都锦城绿
道里的桂溪生态公园，将他们制作的数十件雕塑作品放入绿道。

2010年，成都市开始建设健康绿道，2017年，成都打造天
府绿道慢行系统。按照规划，天府绿道由区域、城区、社区三
级绿道体系构成，串联起了生态区、绿道、公园、小游园、微
绿地等五级城市绿化体系。其中，锦城绿道作为天府绿道“一
轴”的核心，除了绿地本身的生态保障功能，还承担着慢行交
通、休闲游览、城乡统筹、文化创意、体育运动、农业景观、
应急避难等多种功能。

成都还将绿道与国际友城相连接，目前，“国际友城园”已经
在规划中。“成都是三条丝绸之路的交汇，也是两条经济带的交
汇，这个定位是友城园打造的主要思路。”天府绿道设计团队负
责前期工作的白熙介绍，友城园将以飘带的形式串起五大洲的小
园区，园区内将展示国际友城的文化、特色展品和特色餐饮。

（冯麟茜）

成都绿道：

品味全球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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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在东湖绿道

深圳绿道满足市民休闲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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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叶繁茂的树木、清澈的溪流、洁净
的道路，如今，从高处鸟瞰中国，只见一
条条绿道正将各城市装点成一幅幅春色欲
滴的优美画卷。

2010 年开始，广东珠三角地区开始大
规模建设绿道，如今，“绿道”在全国遍地
开花。各地通过绿道，将河流、森林、溪
谷、山脊等自然景点和名胜古迹等人文景
点串连，将城市与乡村串连。城市与自然
不再具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彼此渗透、相互
融合，形成天然氧吧。各地建的绿道形式多
样，有滨河绿道、环城绿道、夜光绿道、休闲
绿道等，它们以不同的芳姿发挥着净化空
气、肥沃土壤、调节小气候的生态功能。

同时，绿道也迅速走进居民，美化着
他们的生活。一些城市依托道路、水系等
重要廊道，通过健身步道、自行车道、林
荫道等多种形式，构建完全没有机动车干
扰的慢性绿色空间。这种美好环境的营
造，使更多居民放弃机动车，而选择绿色
出行，既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也让大家
有机会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另外，沿绿道

还布置有各种观景平台、景观小品、坐凳
等休闲设施，让居民走出室内，走进自
然、亲近绿色。

绿道不仅是交通之道、绿色之道，还
是文化体验之道、健身休闲之道。大部分
绿道的建设都与当地文化相结合，通过科
普等方式展示当地的文化底蕴。绿道旁边
还会加入儿童游乐场、滑板场、篮球场、

乒乓球场等活动场地，丰富居民的生活。比
如北京的“三山五园”绿道就是绿道建设的
一个典范，全程东起海淀公园、西至香山公
园，中间串联起各大古典名园，充分展示了
北京山水园林与人文历史特色，文化价值弥
足珍贵。

绿道的出现还从精神层面连接起了生
活中的你我他。有风景优美的绿道，人们

更愿意在闲暇时间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到
绿道中感受绿色，呼吸新鲜空气，跑步，
健身，聊天，品茗，在室外共享缓慢悠然
的诗意人生。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
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
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绿道建设作为一项民生工
程，正契合了“美丽中
国”所需要的“优质生
态产品”，正在服务于
人们的新生活。

城市“懂”绿 身心“享”绿
杜红娟

如火如荼建设中

“绿道”概念最早源自欧美发达国家。美国著名绿道理论家查
理斯·莱托提出，“绿道是沿着诸如河滨、溪谷、山脊线等自然走
廊，或是沿着诸如用作游憩活动的废弃铁路线、沟渠、风景道路等
人工走廊所建立的带状空间”。世界上第一条真正意义的绿道是美
国波士顿公园绿道，也叫“翡翠项链”。中国的绿道可以追溯到公
元前1000多年的周代，古代绿道强调防洪固土，防止水土流失、联
络各地风情和经济文化。

21世纪以来，我国逐步兴起了绿道建设，其中以珠三角绿道网
体系为代表，随后各大城市提出绿道建设的目标及实践，如上海、
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纷纷大规模开展绿道建设。

2010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珠江三角洲绿道网建设规划，
当时，珠三角绿道网一年实际就建成2372公里省立绿道，比规划的
1690公里超额完成40%，两年实现了“全部到位”目标。珠三角区
域绿道多处于山林农田、陆地水域的生态交错带，是地区景观多样
性和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带，其整体规划遵循“山缘水陆两级
交接面、多个绿核”为骨架的自然格局。

广东肇庆环星湖绿道被誉为“中国最美绿道”，全长 19.1 公
里，连接市区多个著名旅游景点，具有集环湖、观景、休闲为一体
的特色。徜徉在肇庆的绿道，可以领略到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旅游资源以及山湖城江融为一体的岭
南风光。“星湖绿道太美了！肇庆是徒步旅游的天堂！”国际体育联
盟主席科兰托尼奥·朱佩斯感叹道。

生态休闲功能全

早期，绿道大多以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的模式出现。随着国内
外交流的日渐频繁，国内绿道功能得到进一步扩展，绿道渐渐有了
生态、游憩等众多功能。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周边往往受到无序的蔓延，耕地日渐减
少，生态环境恶化。专家指出，通过绿道建设和保护，可以恢复或
修复城市的自然生态环境，引导城市有序发展。此外，绿道作为线
性连接走廊，对生态环境的丧失和破碎起到了补偿作用，它可以调
节城市微气候，保护水、土壤等生物资源，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
持和丰富城市的生态系统。

绿道还可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东湖绿道以其自然的生态
环境和美丽的湖光山色，成为武汉一张亮丽的“名片”，很多游客
纷纷慕名而来。

今年 3 月份，全国首届大学生马拉松比赛在武汉东湖绿道举
行，在绿道上举行马拉松比赛可谓是别出心裁，参赛选手不仅可以
体验到跑步的乐趣，还可以欣赏沿途别样的绿道风景。“我跑过很
多次半程马拉松，东湖绿道的景色别有风情，堪称最美的赛道。”
一位来自南非的留学生跑友查尔斯说。

如今的绿道越来越注重提供休憩娱乐、通勤的功能，给居民的
休闲娱乐方式带来很大的变化，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北京的谢
女士经常带家人去周边的绿道散心，她说：“我觉得这里的风景很
好，也很适合踏青，相比于去热闹的市区，我更喜欢自然的生态风
景，在这里还能和家人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很惬意。”

联合国一位官员实地考察东湖绿道后感慨地说：“东湖绿道真
正意义上实现了武汉城市公共空间平等共享，给市民提供了更可
达、更生态、更包容的公共休闲场所。”

出行健身好去处

绿道还给人们出行提供了一种新方式。“绿道与普通自行车
道、步行道不同，主要体现在一个‘绿’字上。现在的绿道就是一
个景观长廊公园，串起了沿线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如果遇到喜
欢的景色随时可以停下来，拍些美照再走，我没有理由不爱上
它。”骑行爱好者小李说。

在节假日期间，有些人为了避免人群高峰，宁愿宅在家里看
书、看电影也不愿出去，但有了骑行绿道后，很多人开始积极走出
家门去绿道。“绿道骑游”不仅能欣赏到沿途的风景，还可以作为
一种“燃烧脂肪”的旅游方式，符合当代人追求低碳、健康环保生
活的心理。

绿道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和美，但其后期管理和维护也应
有所关注。比如，有些绿道里，共享单车随意乱放，形成一座座

“垃圾山”，给景区道路、景观造成了很大压力。
维护绿道不仅需要政府和监管部门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安排专

业工作人员对绿道进行定期维护和管理，还需要市民在享受绿道带
来的生活品质提高的同时，爱护绿道设施，增强主人翁意识，对于
破坏行为及时制止，共同维护我们的绿道景观。

刘单燕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绿道越来越成为

全国各大城市规划的重点。根据 《“十三五”

全国旅游公共服务规划》，到2020年，要建设完

成 20 条跨区域自行车旅游休闲绿道，全国总里

程达到 5000 公里。绿道作为一种优质的生态产

品，不仅改造着城市自然生态系统，还提升了

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强了人与环境的互动，不

断创造着理想的人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