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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园会：与世界对话生态文明
本报记者 刘发为 何欣禹

①中国馆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②国际馆夜景
③生活体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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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科技完美结合

北京世园会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也
展现了中国现代技术与生态元素的完美结合。

站在中国馆二层的观景平台，任春风拂面，凭栏远眺，
妫汭湖景色尽收眼底。如此宽阔的平台，没有一根立柱，而
是用钢结构把整个空间给支撑起来。黎靓说起设计的细节，
如数家珍：“上面的玻璃幕墙，与这个树形的结构融为一
体，阳光穿过玻璃透过像树一样的钢结构散到地面，就像在
大自然中的感觉一样。在设计的时候，就将生态理念与技术
融合在一起。”

中国馆不仅仅从外观上看很有特色，还有很多细节也十
分耐人寻味。为了减少场馆内的空调使用，节约能源，中国
馆可以将室外的风吸到地下，然后通过一段 200 多米的管
线，在夏季的时候将风输送到场馆给室内降温。“这样做之
后，可以节省很多能源，而且这个技术很简单，也不用花费
太多钱，十分环保。”黎靓说道：“此外，中国馆的屋顶还有

一套完整的雨水收集系统，雨水收集之后可以作为植物的灌
溉用水、景观用水。”

位于生活体验馆二层的科普园艺展区，引导观众崇尚自
然、热爱植物，倡导人们关心植物、关注未来，加强生物多
样性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展区将以中华本草数千年在人们
生活中的应用为主线，结合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全景体验百
草景观、虚实对照了解道地药材、场景再现本草炮制等本草
文化与药用植物应用展示示范。

整体来看，本次北京世园会使用了大量绿色环保科技面
料，防晒、透气、速干，体现了国际化设计语言应用的现代
之美，更体现了注重细节、科技为先的环保理念。

为体现生态文明的成果，展现科技与创新的力量，园区
将汇集最新视听科技技术，依托科技与文化、科技与园艺打
造以科技与未来为主题的系列表演，通过“科技+文化”“科
技+园艺”双轮驱动，将举办“奇幻光影森林”“音乐喷泉表
演”“灯光秀表演”“机器人表演”等具有科技内容的表演，
引领人们更好地体验绿色生活。

携手世界保护生态

最近，有一段118秒的视频走红网络：浓缩了50万米高
空看34年中国城市的变化。从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
城市的植被明显增加，绿色已经改变了中国。

这一点也早在今年 2 月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所公布的地图中得到了印证。另据NASA的一份研究报告显
示，2000-2017 年，地球新增的绿叶面积 （植物叶片总面
积） 相当于多出一块亚马逊雨林，其中，净增长率最高的是
中国 （17.8%）。

参加世园会的海外人士对中国这些年在生态保护中所做
的努力也非常肯定。

尼克表示：“中国在保护环境上所做的努力和成就让我
印象深刻，对于如此大的一个国家来说，能做到现在这样已
经很不容易。”不过，生态保护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对这一点，尼克也深有体会：“虽然荷兰环境保护也做得不
错，但是在不同时代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一些新的问
题，所以也需要我们不断去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所做的
努力，也十分值得我们学习。”

对此，荷兰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武田富也深有同感：
“我去年9月来到中国，虽然时间还不是很长，但是也了解了
很多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所做的努力。荷兰和中国都是美
丽的国家，中国在过去的时间里，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
了不小的成绩，但也要看到还有很多挑战需要克服，还有很
多困难需要解决，希望荷兰和中国能一同携手，扩展合作领
域，加深合作，为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一起努力。”

陆文明表示：“竹藤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治土地退化、
保护生物多样性、发展绿色经济、扶贫帮困与改善民生以及
弘扬竹藤文化方面，都有其独特作用。作为国际组织，我们
也会配合‘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南南合作，促进发展中国
家的绿色发展。”

利用墙壁打造“垂直花园”
的德国展园、主体建筑犹如一弯
木质螺旋状“贝壳”的阿塞拜疆展
园、完全由竹藤搭建起房子的国
际竹藤组织展馆……北京世园会
开幕在即，除了中国馆、国际馆等
主要场馆，8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搭建的41个室外展园也相继揭
开神秘面纱，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从筹备以来，北京世园会就
不是中国的一家独唱，而是世界

各国的大合唱。目前，共有 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书面确认参展
北京世园会，其中包括86个国家
和24个国际组织，这一数量刷新
了世园会参展方的历史纪录。

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热情参
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社会
对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践的认
可。从“沙漠变绿洲”的库布
其，到“荒原变林海”的塞罕
坝；从“未建城、先种绿”的雄

安新区，到“战略留白、绿色留
白”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从“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
经济带，到“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的美丽乡村建设……近年来，中
国在生态文明保护上所做的努力
正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深入人心，所取得的成就在
国际舞台上也大放异彩。

在世园会建设过程中，中国
坚持“生态优先”的理念也得到
了各方赞誉。国际园艺生产者协
会秘书长提姆·布莱尔克里夫赴
园区进行检查督导时表示北京世
园会筹办工作进展顺利，令人钦
佩。北京世园会英国展区总代表

莎拉·埃弗雷特对于英国将要参
加史上规模最大的园艺博览会感
到“特别激动”。国际马铃薯中
心合作关系总监彼得罗·特里对
于中方尽全力满足他们的相关需
求表示“想说的只有感谢”。

除了展示的平台，北京世园
会也提供各界对话的渠道。本届
世园会展出规模之大、参展方数
量之多，在世园会历史上前所未
有。162 天会期里，北京世园会将
举办国际性活动、中国特色活动
等各类活动 2500 多场次，预计有
1600 万人次参观。各有特色的园
艺理念和生态思想，将在世园会
的舞台上碰撞出文明的火花。

世园会，本就是世界各国园
林园艺精品、奇花异草的大联
展，是增进各国相互交流、共建
生态家园的大聚会。以“世界园
艺新境界，生态文明新典范”为
办会目标的北京世园会，不仅是
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也迈
出了共建全球绿色生命共同体的
铿锵步伐。相信从全球各地相聚
北京世园会的朋友们，不仅观赏
花、果、蔬、草等园艺作品，也
会在心中种下绿色环保的种子，
一起建设和
守护地球上
的绿色生命
共同体。

四月的北京，春暖花开。临近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以下简称世园会）开幕，这片位于北京延庆的沃土，正在
为展现举世瞩目的国际园艺博览会做最后的准备。

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展园的入驻，园区内逐渐热闹起
来，多了很多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面孔。大家从五湖四海
奔来，相聚于此，不仅展现自己国家和组织的独特生态魅
力，还将共话绿色发展方式，展开一场世界范围内有关生
态文明的对话。

海外展馆匠心独具

与几个月前的施工现场不同，记者日前再次走进世园会园
区时，已是一派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态各异、特色
鲜明的各类场馆已经完工，不同种类的绿植花卉正在栽种，整
个园区宛若一个微缩版的地球大花园。

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书面确认参展，为这场世园会的多元
与精彩埋下了伏笔。记者来到荷兰展园时，设计师尼克正在琢

磨怎样把植物的位置摆得更好看。“我们根据‘绿色城市’的概
念打造了这个花园，将绿色与建筑融为一体，凸显绿色在城市生
活中的重要性。”尼克介绍，展园运用荷兰的代表性植物郁金香为
设计元素，“我们还选择了四季性和季节性的植物相搭配，营造一
个更加自然的环境。”

记者看到，卡塔尔展园采用高大的锡德拉树外形作为主体
建筑，周围四棵树形为附属建筑，造型独特。德国展园以缓解
城市环境污染、建设“都市花园”为理念，以透明玻璃和原木
打造了具有现代建筑风格的德国馆。日本展园则延续了“池泉
式”建筑风格，展馆打造成茶室形式，形成“茶室庭院”。

在吉尔吉斯斯坦展园，作业工人们正在对形似蒙古包的展
馆进行清洗。吉尔吉斯斯坦展园设计师李金凤告诉本报记者，展
园以“丝路景观”为主轴，以“蒙古包式的草原建筑”为中心，将生
动体现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域文化和生态环境。

除了国际展园，相关国际组织也积极参与本届世园会。紧
邻国际馆的国际竹藤组织园，用5000多根毛竹搭建起竹拱结构
的庭院，是目前中国北方地区建造的跨度最大的圆竹结构场
馆，被称为世园会的“竹之眼”。“我们想通过世园会让更多观
众了解竹藤，发挥竹藤作为可再生自然资源在生态保护方面的
作用。”国际竹藤组织副总干事陆文明对本报记者说。

园区内，不同纬度、不同湿度下生存的植物在这里竞相生
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展馆汇聚匠心。北京世园会不仅是
一场园艺展览，更为国际间展开生态问题的交流与对话搭建了
良好平台。

中国展馆师法自然

在世园会，东西方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交相辉映，而中国
作为东道主，则用中国馆和34个室外展园向世界赠送了一份绿
色礼物。

走近中国馆，只见一把巨大的“锦绣如意”横卧在由砖石
铺盖成的梯田上。中国馆借鉴传统的斗拱、榫卯结构，效仿古
人“巢居”“穴居”的智慧，将主要展厅设置于梯田之下。中国
馆设计师黎靓告诉本报记者：“我们选择用梯田作为代表符号，
将大部分展厅设于梯田之下，既象征了中国的农耕文明，也体
现了建筑与自然的融合，减少对环境的干扰。”

中国馆内，中国生态文化展区展览面积3500平方米，以园
艺为载体，围绕“天地人和”“惠风和畅”“山水和鸣”“祥和逸
居”“和而共生”，依次布局。在师法自然、传递生态文明的基
础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比如“天地人和”展项，以甲骨
文、《诗经》中的植物等为素材，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展示天然
质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

除了室内展厅，34个室外展园 （包括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
地区） 更加具体地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生态文明与地域文化。
与中国馆遥相对望的北京室外展园，以“四合院”作为核心景
观，园区入口参照“北京老城”独有的街巷建筑形态。浙江室
外展园通过乡土院落与传统建筑的结合，象征着浙江人家的富
美生活。云南展园则通过茶马古道、傣族吉象、大理石雕、喀
斯特地貌等极具云南特色的元素演绎七彩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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