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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北京世园会倒计时 100 天
之际，记者跟随采访团来到了位于北
京延庆的世园会现场，得以进入园中
一窥究竟。

从 1 号门进入园区，一座融合了
唐辽金楼阁建筑风格的永宁阁映入眼
帘。虽然寒风凛冽，正在进行收尾工
作的工人们却干得热火朝天。世园会
整体规划设计坚持生态优先、师法自
然的理念，传承中国传统造园智慧，
扩展原有鱼塘为面积约 7 公顷的妫汭
湖，将挖土堆积为天田山，又在山顶
上新建了永宁阁，形成整个园区的制
高点。这样一来，山水田园风光便赫
然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中国向来长于
园林艺术，从北京世园会的园区建设
中可见一斑。

登高远眺，园区的阡陌交通清晰
可见，几大主要场馆的建筑都已拔地
而起，各自特色鲜明。木质轮廓、形
如一柄中国传统如意、又像一只鸟儿
舒展于绿水梯田间的半环形宫殿建筑
便是中国馆；由94把象牙白色的钢结
构花伞撑起的一片花海，便是极具现
代性和工业美感的国际馆区；像一只

正欲展翅翩翩起飞
的 蝴 蝶 形 状 的 建
筑，便是演艺中心

——妫汭剧场。
在高处看远景，赏心悦目；走进

了看细节，更是惊喜连连：中国馆的
屋顶，看似传统琉璃瓦片，实则为光
伏太阳能板，做到了美观节能的统
一；国际馆的“花伞”们，不仅让建
筑融入大自然的环境中去，而且集雨
水收集、光伏发电、自然通风等功能
于一体。园区规划将环境优先、生态
先行的理念融入到每一处创新设计
中，匠心独运，实在妙哉。

正在布置中的同行广场也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这里集中展示了来自全
国各地的奇石文化，有形似骆驼的，
有火山喷发留下的，有质地粗粝的，
也有温润如玉的……。这个由代表了
地域特色的景石组成的广场，其名字
之寓意便是中华民族“同心同德、砥
砺同行、共同前进”。除了欣赏中国
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精心建设的
地方展园外，再到植物馆里观赏如

“万花筒”一般多彩奇妙的植物世界、
生态湿地里成群的野鸭和鸟类、同形
广场特色各异的石头，也不失为逛世
园会的一件趣事。

再过三个月，全世界的目光都将
投向北京延庆，待到春光烂漫时，让
我们共赴一场绿色之约。

让自然感动心灵

记者：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
到了极大提升，您如何看待北京世园会在
精神层面带给人们的价值和作用？

叶大华：北京世园会将是一届富有时
代气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园艺盛会，也是一次分享欢快体验、
舒心舒适的聚会。我们着力打造绿荫下的
世园会，为游客提供舒适凉爽的游览体
验。同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终

端显示、机器人人机交互、纳米发电技
术、分子育种等信息技术和高新科技，实
现购票、交通、观览互动体验、餐饮、导
览服务的智能化、便捷化。通过世园会的
举办，推动园艺走进大众生活，引领人们
用园艺装点居室、装点街巷、装点城市，
成为愉悦我们心灵的家园。

北京世园会倡导“让园艺融入自然，让
自然感动心灵”的理念，希望通过园艺融入
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和宜居生存空间。美丽
家园是用文化滋养心灵的家园，是环境友好
型的家园。人们精神上的宜居，是自然环境、

建筑、山水、诗画、楹联、戏曲、雕塑等多种艺
术形式的综合表达。作为“长城脚下的世园
会”，北京世园会将表达自然与人文景观的
完美融合，为构筑人类理想中的心灵家园和
宜居环境提供绝佳条件。

北京世园会希望能够在人们心中播下
生态保护、共建绿色家园的种子。中国馆
会后可转型为国家级生态博物馆，园区将
转型为区域性大型生态公园，成为休闲好
去处、教育好课堂。妫河南岸自然生态展
示区探索建设生物多样性示范区，保护好
原有的栖息地，开设生态林窗，水中有

鱼、林中有鸟。借势冬奥会的群众对冰雪
运动的广泛参与，打造全天候京西北黄金
旅游带的新热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之一，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
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生态文
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我们要
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这也是物质与精神双丰富的现代化。

世园会作为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促进绿色产业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

舞台，是弘扬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
展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转变的重要契机，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更是一次对
人们心灵的洗礼。此次北京世园会不仅是
一场世界性的园艺展示博览会，更将为人
类留下一份珍贵的礼物——一颗欣赏自
然、尊重自然、珍视自然的种子。当数以
千万计的参观者走进园区，赏百园之园、
读植物全书、上生态课程、享智慧体验，
享受亲近自然的愉悦时光时，绿色、低
碳、环保将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绿色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100 多个展园、1200 种植物……
一场园艺盛宴的大幕将在长城脚下的
妫水河畔拉开。

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的展园
在这里争奇斗艳。作为东道主的北
京，在北京园的设计上凝聚了巧妙的
心思：三进院落的老北京四合院，北
门宫墙外的海棠树，透出浓浓的北京
风味。浙江园则以“这山、这水、浙

如画，这乡、这愁、浙人家”为主题
展现江南风韵。作为“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论的萌发地，浙江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成就美
丽乡村，绘出一副“浙里故事”的美
好画卷。作为塞罕坝精神发源地和京
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河北园以太行
秋实、白洋淀风光、塞罕坝印记三大篇
章为主体，描绘了华北平原的地理生
态，展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

在“植物的智慧”策展主题下，
共种植超过1000种珍稀植物，通过红
树林、热带雨林、蕨类、棕榈、多
浆、食虫、苔藓等植物群展现植物王
国的多样性以及其生存和适应环境的
卓越智慧。同时，世园会将从生产、
流通、消费等全产业链角度汇集世界
植物新优产品，展示花卉、果蔬、中
药植物、茶等多类植物。届时，游客
将看到中国特色花卉、乡土花卉、自
育新优花卉等1200多个花卉品种。

北京邀约世界 共享生态之美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刘发为

长城脚下，妫水河畔，占地503公顷的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简称北京世园会）园区静卧于此。4月29日，一场以植物为主
角的绿色盛会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162天会期、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书面确认参展、1200种
植物展出……北京世园会满怀对自然的敬畏与对世界的诚意，
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献上一份礼物。

这将是一次中国美与世界美的奇妙融和。不同纬度、不同
湿度下生存的植物在此竞相生长，各个展馆汇聚匠心，凸显了
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生态理念。

“世园会不只是一项物质层面的绿色工程，更是一项倡导生
态文明的心灵工程，世园会将建设成为一片愉悦人们心灵的绿
色家园。”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大华1月25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独
家专访时指出，世园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园艺产品的展示，更在
于春风化雨的教育意义。叶大华希望，北京世园会能在人们心
中播下生态保护、共建绿色家园的种子。

本报独家专访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大华本报独家专访北京世园局副局长叶大华：：

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记者：自 1999年昆明举办 A1类世园会后，时隔 20
年，世园会又一次来到中国，花落北京。北京世园会以生
态优先为理念，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中国的生态智慧？

叶大华：北京世园会的规划者和建设者们，从古
人的生态思想中汲取营养：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
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天
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规划之初，北京世园会便定下了“生态优先，师法自
然”的理念。

留树、增绿、添彩，北京世园会园区内留下了近5
万棵原生树，增种 5万棵乔木和 13万棵灌木。为保护
生物多样性，园区专门为鸟类迁徙栖息路线改造了一
片湿地，吸引了更多鸟类、两栖类动物、昆虫等生物
栖息。建设“海绵园区”，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园区
的自然积存、渗透和净化。克服施工困难、防范混凝
土冻害、保留现状植被资源不被破坏，北京世园会向
世界展现了落实生态优先理念的决心与行动。

在北京世园会园区内，正在建设中的世园会标志
性建筑——中国馆，宛如一柄如意安置于一片宁静之
中。效仿先人“巢居”“穴居”的古老智慧，中国馆是
一座会呼吸、有生命的建筑，综合利用雨水收集、生
态滴灌等技术，实现能源循环再生。由 94 把“花伞”
簇拥而成的国际馆，如同一片花海飘落在园区。设计
师有意识地淡化了建筑形象，使建筑与自然和谐共
融。整个展馆利用建筑遮阳、自然通风、太阳能光伏
发电、蒸发冷却降温、滴灌和雨水回收利用等可持续
技术，变得绿色、环保、低能耗。植物馆则以植物根
系为灵感，庞大的垂坠根系向下不断蔓延，将植物原
本隐藏于地下的强大生命力直观呈现给参观者。

在这里，北京世园会宛如中国通向世界的一扇绿
色窗户，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生态之美。

花为媒融东西

记者：据了解，110 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将参展此次北京
世园会，东西方丰富多彩的生
态文化将如何在此次世园会上
交相辉映？

叶大华：20 年后，中国
又一次举办世园会。历时3年
半、确立了 15 个规章和参展
合同范本，北京世园会依照

《国际展览会公约》，以世界眼
光、国际一流的标准展开高质
量建设。国际展览局副主席、
规则委员会主席博格曾给予高
度评价：“中方筹办工作的专
业、高效，对今后 A1 类世园
会的规章编制工作具有良好的
示范引领作用，树立了 A1 类
世园会筹办工作的新标杆。”

北京世园会不只是中国生
态魅力的单向展示，更是国际
生态交流的双向平台。以园艺
展览展示为平台，以花为媒，北
京世园会体现了世界各国对于
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

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为背景，选用丝绸之路景观带
沿线的植物，两位英国设计师
构建起“新丝绸之路”花园。
他们想借此园表达——中国正
在以新的贸易路线、交通运输

方式和各类交流。
来自美国的设计师乔治·

哈格里夫斯和他的团队带来
“东西园”，他们尝试寻找东方
与西方园艺空间里的“和而不
同”。两国共有的植物、同科
属植物的不同品种齐聚于此，
形成独特的湿地景观。

东西融合的创意在丹麦设
计 师 安 德 森 打 造 的 “Yuan”
中得到更进一步体现。他和他
的团队借鉴中国山水画前景、
中景、后景的布局，用石、
光、水、风、木、人等元素，
来定义新的园林。在解读中国
传统哲学、美学的基础上，安
德森试图通过独特的现代设计
语言，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日本著名设计师石原和
幸先生设计的“桃源乡”展园
中，中国古文名篇 《桃花源
记》中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和
设计师年少时铭记于心的故乡
里山风景将叠加呈现。设计师
表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
桃花源。绿色可以将世界各国
人民相连。

三个月后，各国展园将齐
聚北京世园会，形成美美与
共、和而不同的大格局。不同
的设计理念，各异的植物构
成，贯穿其中的是大家对绿色
生活和美丽家园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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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中的中国馆施工中的中国馆

永宁阁即将竣工

施工中的国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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