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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1000多
年前春暖花开之时，唐代诗人杜甫在成
都浣花溪草堂写下这两句诗时，绝不会
想到，这些经诗意美化过的景色，会成为
千年后人们集体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

3月16日，《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
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以下
简称《总体方案》）正式发布。《总体方
案》中提到，要优化城市设计，传承“花
重锦官城”意象；塑造天际线和观山观
水景观视域廊道，呈现“窗含西岭千秋
雪”美景。

从公园城市“首提地”到“示范区”，4
年发展，“在蓉城遥望雪山”已成为成都
的新名片。望得见雪山，看得见碧水，记
得住乡愁，成都正将一幅城绿相融、人城
和谐的大美公园城市画卷徐徐展开。

从可观可感的“美”，到身体力行的
生活方式，成都不仅将诗歌带到了人们
眼前，更是将生活变成了一首诗。

生态本底之美
大美公园城市形态逐步呈现

天气刚一转暖，成都人春游的心便
躁动起来：在成都东边的青龙湖湿地公
园，人们带着各式帐篷，迎着从湖面吹
来的春风唱着歌；在城北的成都熊猫国
际旅游度假区，人们携家带口去看大熊
猫，参观“竹笋塔”；在城南的桂溪生态
公园，人们尽情感受花草园林和高楼大
厦相得益彰的奇妙氛围……

这些公园，都被成都环城生态公园
打造的超级“绿环”所串联，从高处俯
瞰，就像给城市戴上了一条百公里长的
绿色项链。环城生态公园位于成都中
心城区绕城高速两侧各500米范围及周
边7大楔形地块，跨经12个区，涉及生态
用地133平方公里。

《总体方案》提到，要厚植绿色生态
本底，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着眼构
建城市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优
化城市空间布局、公园体系、生态系统、
环境品质、风貌形态，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包括“绿环”在内的“五绿润城”工
程，正是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的一个
典型。除了建设环城生态公园打造超
级“绿环”，“五绿润城”工程还提出，要

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打造城市“绿
心”，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造生态“绿
肺”，建设天府绿道体系打造活力“绿
脉”，建设锦江公园打造精品“绿轴”。

截至2021年底，成都市累计建成各
级绿道5188公里，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40.33%，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5%，主
要生态指标均位居副省级城市前列，城
绿相融人城和谐的大美公园城市形态
逐步呈现。

“美”作为公园城市建设的出发点，
有其必要的现实意义。浙江大学张清
宇团队在研究中指出，公园城市的建设
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需求，更是美丽中国
背景下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需求，同时
也是“美丽中国”中“美丽”的重要组成
部分。公园城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核心，推动基于城市尺度的“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重要探索，同时
考虑生态价值与人文价值，不断优化城
市高质量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高质量
保护的协同发展关系，从而让城市形成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美丽”形态。

宜居宜业之幸
“公园城市”理念向各系统深度渗透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
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
溪。”宋代诗人陆游在《梅花绝句》中的
美妙体验，如今正成为成都人出门逛街
的日常。

这得益于以塑造“公园城市”历史
街坊为目标的天府锦城项目。春熙路、
宽窄巷子、锦里、杜甫草堂、猛追湾……
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都被串联进
了天府锦城“八街九坊十景”建设重点

中。其中的“寻香道”更是按照“一道、
五香、十八景”，以梅花为特色主题，搭
配多种香源植物，营造全年见绿、四季
见花的景观特征，从而形成陆游笔下的
花香盛景。

对人们的幸福感而言，“宜居”与
“宜业”永远是一体两面。《总体方案》不
仅提出要创造宜居美好生活，增进公园
城市民生福祉，还提出要营造宜业优良
环境，激发公园城市经济活力。

天府锦城项目不仅是对成都历史
文化记忆的追溯和再现，更是结合时下新
的消费场景、新的旅游业态进行的一场

“城市再造”。“九坊”之一的猛追湾正是通
过“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让新的消费场景
在老成都的烟火市井中茁壮成长。

如今的猛追湾街区，你可以夜游锦
江，看高塔灯光秀；也可以在酒吧娱乐，
河边品茶，逛自然博物馆；还有“梅花川
剧”“冰人皮影”等特色民俗项目和50余
家网红“深夜食堂”。

猛追湾片区通过“修旧如旧、产业
活化、有机更新”，实现生态、生产、生
活、人文四大空间交织相融，这既是对
城市形象的提升，也是对产业的盘活，
让市民居住环境不仅得到改善，也能享
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福利。

从夯实生态本底，到发展宜居宜
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园城市建设
的必然之举。过去两年，成都公园城
市建设在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新的阶段，以公园城市促进人居环境
高质量发展，需要体现在城市各个系
统和公园城市理念的充分衔接与融
合，超越以往对公园绿地本身的关注，

“公园城市”理念向各个系统的深度渗
透显得更加重要。

共治共享之义
人民城市理念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因枣子树而得名的枣子巷，时隔多
年后终于又有了枣子树。这条位于成
都市金牛区西安路的街道在几年前，还
和许多大街小巷一样平平无奇。如今，
不仅种上了枣子树名副其实，还打造了
中医药文化墙和绿雕，以及复古邮筒、
文艺电话亭等景观小品，这一切源自街
道社区召开居民座谈会，共同寻找“枣
子巷”记忆，从而呈现出可亲可及的街
区氛围。

同济大学吴志强、王伟团队在“成
都公园城市建设与城乡社区治理创新”
研究中提出，“公园城市”的第一个字即

“公”，“公”代表了公共参与性、人民所
有性，包括以人为本、共享发展，是“公
园城市”的第一要义和基本属性。

《总体方案》中提出，要健全现代治
理体系，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其中
提到，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要建设社
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
套资源向基层下沉，建设人人有责、人
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加快推进公园社区发展，成都率先
出台了《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
建设导则（试行）》引领公园社区建设，
以公园社区规划治理为纽带共建共享
幸福城市。

近年来，成都在历史街区、现代新
城和未来新区，分别启动了天府锦城、
交子公园、鹿溪智谷等系列示范公园社
区建设，打造绿色、美丽、共享、人文、活
力、品质公园社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直是千百年
来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公园城市作
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发展高级
形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生态文明为引
领，是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自然经济社会人
文相融的复合系统，是人城境业高度和谐
统一的现代化城市，是新时代可持续发展
城市建设的新模式，代表着生态文明时
代城市发展的方向，诠释了新时代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将为世界城
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将诗变成现实，只是成都公园城市
示范区的开始，相信在不久后的未来，
人们将在诗意中栖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参考资料：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领

导小组。公园城市：成都实践【M】。北
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20。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提到，要厚植绿
色生态本底，塑造公园城市优美形态。

3月20日，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
展研究院院长陈明坤在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方
案》的出台，既是对成都建设公园城市4
年来先行探索的肯定，又是对今后发展
的全盘布局、系统谋划。

如何厚植绿色生态本底？陈明坤
表示，首先是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统。
保护修复全域绿色空间肌理，构建“两
山、两网、两环”的公园城市生态格局。
尊重自然生态原真性、保护山水生态肌
理、延续河网水系格局，修复生态受损
区，推进全域增绿，强化生态空间的完
整性和连续性，形成覆盖全域的自然生
态系统。重点开展西部龙门山生态屏
障的原生态保育和生态修复，保护大熊
猫栖息地，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1275平方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城市绿心”。保护都江堰水网和沱江
水网河道自然化，推进硬质驳岸生态化
修复，形成公园城市自然生态、功能复
合、开合有致、特色鲜明的滨水空间。

陈明坤表示，其次还要进一步优化
构建蓝绿交织公园体系。构建布局均
衡、功能完善、全龄友好的全域公园体
系。以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为重点，以雪山、森林、峡谷、溪
流等特色资源为载体，打造灵秀俊美、
密林苍翠的自然山水公园；以林盘聚
落、农林产业、郊野公园等资源为载体，

打造“茂林修竹、美田弥望”的乡村郊野
公园；以综合公园、社区公园、专类公
园、游园为重点，打造布局均衡、类型多
样的城市公园，实现“300米见绿、500米
见园”。

陈明坤还强调，要通过挖掘释放生
态产品价值，探索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
径，推动形成“生态投入-环境改善-土
地增值-价值反哺”良性循环，创新公园
城市建设发展的可持续机制，推动生态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从花重锦官城到“窗含西岭雪”
将诗变成现实只是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开始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院院长陈明坤：

三方面厚植绿色生态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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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成都熊猫国际旅游度假区的“竹笋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