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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城市“世园”之约
本报记者 刘 畅

人间四月天，花重锦官城。4 月 26 日，

园艺界的“奥林匹克”——2024 年成都世界

园艺博览会如期拉开帷幕。位于成都东部

新区的主会场内，6 个核心场馆、113 个展园

如花绽放，竞相展示着中国元素、成都特色

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织与碰撞。

近年来，成都加快推进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这场国际最高

规格的花卉园艺展会成为这座城市推动文

化旅游、园林园艺、绿色经济产业不断发展

的契机，更为营城、兴业、惠民搭建了广阔

的舞台。

一步一景

成都世园会展园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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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成都世园会主会场核心建筑锦云

楼前，只见高台之上，建筑高度 46 米的锦云

楼气势磅礴。主楼顶层，近处可饱览成都

世园会主会场的湖山美景，远眺则是成都

东 部 新 区 的 城 市 风 貌 和 绵 延 起 伏 的 龙 泉

山脉。

在锦云楼外，记者乘坐观光车来到了国

际园艺展区。柏林冰山玫瑰园占地面积约

为 1200 平方米，玫瑰花瓣形状的花坛簇拥着

的两层小楼是展园的主展馆。“我们用德国

特有的冰山玫瑰为展园命名，园中还有不少

来自德国的玫瑰品种，‘五一’假期前后将迎

来最佳赏花期。”柏林冰山玫瑰园主创团队

工作人员任文博说。

“39 个国际展园代表着 39 个国家独特

的风光和文化。”成都园艺博览运营发展有

限公司规划设计部相关负责人丁福庄介绍，

国际展园汇聚了中国自然山水园林、意大利

台地式园林、法国宫廷式花园、英国自然风

致式园林四大世界造园流派园艺。

一步一景，步移景异，国内城市展园中，

每一座城市都亮出了各自的“绝活儿”，将地

方文化融入景色之中。

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成

都园是东道主展园，主体建筑外观呈芙蓉花

状，与成都的别称“蓉城”相呼应。除了不少

成都地标性建筑的“微缩版”外，园内还通过

竹林、街巷等空间布局，展示着丰富的成都

生活场景。北京园位于中华园艺展区南端，

是 一 座 以 皇 家 园 林 为 基 础 的 精 品 园 艺 展

园。园区工作人员何立飞说：“北京园内种

植的 16 棵油松象征着北京的 16 个区，展园

内涵盖 10 余种展陈形式、500 余个园艺植物

品种。”

成都东部新区是本届世园会主会场所

在地，成都世园会采取“1 个主会场+4 个分

会场”模式，成都市温江区、郫都区、新津区、

邛崃市 4 个分会场分别突出川派盆景、花卉

产业、农艺博览、生物多样性等特色，演绎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突出绿色

不论在主会场还是四大分会场，尊重和

保护原有地形地貌，合理利用现有植被、水

系等生态资源的建设场景处处可见，一系列

绿色低碳的前沿技术被灵活运用于场馆建

设中，节约持续的办会思路与绿色可持续的

城市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同时，成都也是历

届世园会承办城市中首个编制出《低碳管理

方案》的城市。

在温江分会场，有一家名为“植物学家

的女儿”的茶饮小店。负责人王永芳告诉记

者，小店为客人提供绿色有机食材及饮品，

这与成都世园会倡导的绿色低碳理念相呼

应。于细微处，偏安一隅的小店犹如传递绿

色理念的神经末梢。在世园会的场馆建设

中，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主展馆内部并未采用中央空调，而是通

过分散空调和引入湖面新风等形式降低空

调能耗。以普通家庭空调年耗电量 2000 千

瓦时计算，这一设计所节约的能耗约等于 30

个普通家庭的空调年耗电量。

“邛崃分会场是成都主会场的‘生态支

点’，建设理念是展现生物多样性，着力营造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场景。”据龙门山

生物多样性博览园工作人员胡丽霞介绍，占

地约 1200 亩的龙门山生物多样性博览园是

邛崃分会场的主体建筑，馆内模拟龙门山脉

多样的生态系统，游客在这里可以通过沉浸

式体验，全方位了解龙门山的各类珍稀动

植物。

秉持着“不规划任何一个后续不能使用

的建筑”的原则，10 月 28 日成都世园会闭幕

后，主会场将成为成都东部新区重要的城市

公园绿地。其中，锦云楼将转化为西蜀古典

园林博物馆，主展馆将转化为成都东部新区

文化艺术中心，持续为公众提供高品质公共

服务。

事实上，本届世园会落地成都，与这座

城市“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所取得的成果密不可分。

成都市公园城市局副局长周俊介绍，近

年来，成都市加快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通过“增绿增景”“减人减房”等举措，区

域森林覆盖率由 54%提升至 59.5%。作为全

球唯一具有野生大熊猫和圈养大熊猫资源

的超大城市，成都加快构建以大熊猫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大力推进大熊

猫自然栖息地保护修复，区域生态涵养功能

得到持续提升。此外，成都还不断推进环城

生态区建设管控、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打

造生态良好、功能复合、全民共享的城市环

状生态景观带。

以展兴业

“成都世园会的举办，将促进成都花卉

园艺行业立足自身优势，与海内外城市和企

业开展多维度的合作交流。”2024 年成都世

界园艺博览会组委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中

国花卉协会秘书长张引潮说。

温江分会场设有一条园林艺术轴。按

照“前店后厂”的布局思路，艺术轴以 2.2 公

里田园生态绿道为串联，鼓励村集体经济组

织或园林企业参与，共同打造消费新业态、

新场景。

“火锅店就位于园林艺术轴辐射范围

内，游客可以在山水盆景间品尝麻辣鲜香的

火锅，未来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为一个集乡村

旅游、音乐汇演、火锅美食等于一体的旅游

消费新场景。”古今山林火锅公园负责人张

彦祥说。

位于郫都区的春天花乐园国际花卉产

业园占地面积 2000 余亩，是西部最大的花卉

园艺一站式集散消费市场。目前，一期项目

春天花市交易面积达 13 万平方米，已入驻商

户 600 余户，年交易额突破 20 亿元。

成都世园会也是展示城市生活美学和

新兴消费场景的窗口。自古因商而立、因商

而兴的成都将结合新“十二月市”城市消费

品牌，打造“月月有主题”的生活美学和“周

周有活动”的消费热度，持续为八方来客带

来消费惊喜。

早在 2021 年 8 月，成都就出台了《关于

推进现代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公园城

市建设和市民幸福美好生活需要的实施意

见》，并提出让花卉产业发展与公园城市

建设共进共荣，到 2025 年，力争建成国内

领先、国际知名的花卉供应链中心、花

卉科研创新中心、花卉展示交流服务

中心。目前，成都有花木品种 1500 多

种，整体花木种植面积约 90 万亩，拥

有 26 个花卉苗木专业市场、2000 余

家花店，花木年产值约 130 亿元。

春日之约，如期而至。成都世

园会打开了一扇文明对话、交流互

鉴之窗，在这里，我们可以共赏多

元生境之美、领略中华园艺文化

的魅力，可以从创新办会、低碳办

会的理念中，触摸到一座城市绿

色永续发展的脉搏。

共绘生态文明美好画卷

袁

勇

4 月 26 日，以“公园城市 美好

人居”为主题的 2024 年成都世界园

艺博览会开幕。“天府之国”以多姿

多彩的园、林、花、草欢迎四海宾朋，

向世界展示了一幅锦绣中华的美丽

画卷，也昭示着中国坚定不移走绿

色发展之路的决心和信心。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

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传统

工业化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

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造成

了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对于人类社

会来说，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

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推动顺应自

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方式刻不

容缓。

从 1999 年昆明世园会到 2019

年北京世园会，再到今天的成都世

园会，一个个盛会见证了中国持续

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的不

懈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推

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作出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的庄严承诺，打造多元共生的

生态系统，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环境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发生

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

国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人

工造林面积最大、全球空气质量改

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

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

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

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在建核电

装机均居世界第一位，建成了世界

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

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中

国不仅以实际行动推动自身绿色发

展进程，还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全方位、多领域推动全球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成立昆明

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建

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发起

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中国以一系列积极

举措，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宝贵合作平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重要理念在国际社会引发热烈反响和强烈共鸣，形

成了全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引领全球环

境治理体系向积极方向发展变革。

从成都世园会出发，中国将继续坚定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在环境保护治理国际合作中展现引领担当，携手国际社

会，共绘人类生态文明美好画卷，为建设一个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的美丽地球而不懈努力。

科技与自然情景交融
本报记者 袁 勇 孙亚军

漫步在 2024 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

内，处处是花团锦簇的美丽景色。这片世界

园艺荟萃的地方，也汇聚了人工智能、数字孪

生、新型显示等诸多领域的现代科技创新成

果，让人能充分感受到科技与自然碰撞交融

的奇妙火花。

巨幕投影、裸眼 3D 技术、AR/VR 等创新

技术和设计，在成都世园会得以广泛应用，与

园林艺术和花草植被一起，给游客带来了颠

覆性的视觉体验。

在天津园，一台人工智能虚拟骑行系统，

为游客呈现出城市街道、山间小路、海滩等多

种互动骑行场景，游客们可以一边领略园区

美景，一边体验科技的魅力。借助全息裸眼

3D 技术，“诗仙”李白出现在成都世园会的锦

云楼，游客无需穿戴任何辅助设备，就能与这

位唐代大诗人进行一场近距离“对话”。昆明

园运用雾森系统，打造出湿度适宜的内部环

境，与共生花园的立体植物相得益彰，展现出

云南生物多样性的独特魅力。

走进未来园艺展区成都农业科技职业

学 院 展 园 ，游 客 可 以 体 验 到 农 业 物 联 网 智

能 集 装 箱 的 神 奇 。 据 工 作 人 员 介 绍 ，这 个

形似“大铁盒”的装置，可以通过物联网、自

动化等技术，实现对内部温度、湿度、光照、

二 氧 化 碳 等 环 境 参 数 的 智 能 控 制 ，降 低 农

作 物 对 化 肥 和 农 药 的 依 赖 ，培 养 出 高 品 质

蔬菜。

主展馆的设计建造则充分体现了以科

技助力绿色发展的理念。两个总面积达上

千平方米的雨水花园不仅可涵养地下水，还

能满足自身的浇灌需求。通过计算机模拟

后设计的屋顶构造与遮阳系统，能够巧妙地

利 用 自 然 通 风 采 光 ，既 可 以 做 到 在 夏 季 遮

阳，也能实现在冬季透光集热，从而减少运

维能耗。“我们在设计主展馆之初就充分考

虑了‘绿色低碳’这一重要理念，将绿色、环

保的设计思路贯穿始终。”世园会主展馆设

计师肖波说。

成都世园会的配套服务设施同样充满

了科技元素。无人机、自动驾驶巴士、智能

翻 译 对 讲 系 统 、“ 桐 妹 儿 ”机 器 人 等 服 务 设

备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为游客

带来了很多便利，还提升了园区管理质量。

例如，智能翻译对讲系统具备多种语言在线

互译、文本转换和语音合成功能，极大方便

了海外游客在游园过程中的交流。成都世

园会贯穿整个夏季，园区的降温问题也得到

了充分考虑。主会场引进的海雾降温系列

产品，依托高压细水雾技术，可产生高速均

匀细水雾，相较于传统喷淋系统，能够节约

十分之一的水量，最高可实现 8 至 10 摄氏度

的降温效果，让游客在漫步园区的过程中享

受清凉的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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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成都世园会郫都分会场外一景成都世园会郫都分会场外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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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② 成都世园会以成都世园会以““李白月下独酌李白月下独酌””为为

主题的展园一景主题的展园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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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 44 月月 2424 日日，，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在四川省成都市金牛

区易园园林博物馆区易园园林博物馆，，市民游客正在游玩市民游客正在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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