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09-T102022年10月16日 星期日

责编 王萌 版式 易灵 总检 张浩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
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
注册城市规划师。中国风景园林学
会理事、专家，成都市风景园林学会
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近年，主持
公园城市建设课题研究、发展规划、
建设规划、专项规划、技术标准、信
息平台、示范设计数十项；主编或参
编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相关著
作、标准10余部；获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科技进步奖、省级科技进步奖
和优秀规划设计奖30余次；作为成
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平台专
家，作公园城市交流报告近40次。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我们的工
作是塑造每一个人的绿色生活，让新
老市民在市井烟火中，融入新的绿色
健康生活方式，获得对城市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看见老百姓幸福了，我们
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也倍
感幸福。 ”

陈明坤

公园城市

陈明坤回忆，2012 年他刚到成
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直属单位时，
单位的主要职能是设计单个园林。“我
来之后，就重新强调用研究型、创新型
的思维，把风景园林领域单一的园林
设计延伸、拓展，去讲述好园林与城市
和区域的一些关系。”陈明坤说。

当时，陈明坤认为，传统的园林
设计工作有简单化倾向，没有真正做
到以人为本，并未围绕人的丰富多样
需求来设计。“比如，公园的设计要满
足全龄化人群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
求。不仅要分析服务人群的构成，还
要研究哪些是基础需求、常态需求、
特色创新需求。”陈明坤说，“通过需
求的分析，因地制宜地科学遴选需要
实现的需求，形成多元复合功能、多
样融合业态。在此基础上，通过特色
场景的创意设计，形成公园与人和城
市的纽带，塑造人的绿色生活。”

在陈明坤看来，虽然局部的园林
设计工作也很有意义，但作为面对城
市的事业平台，如果把整个城市的绿
色空间进行持续动态的跟踪研究，科
学地记录城市绿色空间体系的演变，
以及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和对市民生
活的改善，更能体现对理想人居环境
的一种不懈追求。这一想法，也为陈
明坤后来从事公园城市建设研究打
下了一定的基础。

“我觉得单个园林是一个人居环
境的细胞，它的意义在于连接人与城
市、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这个融合
自然要素的微缩细胞，可以上升到思
考城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营造
城绿协调融合的理想人居环境。”陈
明坤举了个例子：“从这个角度思考，
我们去做绿地系统的构建，就不单是
绿地的布局，还要体现全域性——构
建全域生态格局和保护修复自然生
态系统；均衡性——公园体系的均衡
性；功能化——在生态功能基础上，
分类融合休闲游憩、自然科普、防灾
避险、绿色健康、产业发展等功能；特
色化——彰显成都生态文化特色和
休闲生活特征”。

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陈明坤还
发现了成都的一些特质。他表示，川
西园林有个很大特点，即公共游赏性
突出。现存私家园林较少，名人纪念
园林和祠宇寺观园林等公共开放园
林较多，这与都江堰水网孕育道法自
然的生态文化和休闲达观的生活特
质紧密关联。“这就需要我们保护好
川西园林，传承川西园林文化，把川
西园林特色融入到整个城市建设里
面去。”陈明坤说。

在陈明坤带领下，研究院从过去
单一的园林设计，转变为对城市建设
系统性的技术支撑服务。

作为全球唯一能遥望
5000米以上雪山的千万级
人口城市，成都需要公园，
更需要品质公园。

“成都要建高品质生
活宜居地，就离不开生态
产品价值的多元转化。”研
究公园城市建设多年，成
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
究院院长陈明坤如是说。

10年来，陈明坤见证
了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兴
起，也经历了所在的成都
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直
属设计院到成都市公园城
市建设研究和技术支撑服
务平台的转变。

对他而言，这10年是
幸运的，能够深度参与到
成都公园城市建设中，感
受成都实现从公园城市“首
提地”到“示范区”的理念之
变、路径之变、使命之变，目
睹“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
为成都的靓丽名片，一座城
绿相融、人城和谐的大美公
园城市画卷徐徐展开。

从“窗含西岭千秋雪”
到“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
都如今越来越绿，越来越
清，公园在城里，城在公园
中。陈明坤说，看着市民越
来越幸福，他工作起来也越
发有激情和使命感。

成都公园城市建设实践者陈明坤：

以人为本建好公园城市让市民生活更舒心

2018 年，成都成为“公园城市”
首提地，这对陈明坤启发极大。“这是
一个全新的理念，更加强调城市与自
然的和谐相融关系，将更强化城市与
公园的融合渗透关系，多层次的城绿
协同与融合，将会带来城市人居环境
的整体提升，将会为市民塑造绿色健
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将促进城市的
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高
品质生活。”陈明坤说，“我发现可以
把自己正在做的风景园林有关工作，
作为建设成都公园城市的基础性支
撑服务，并充分参与进去。”

2019 年，成都市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院更名为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作为公园城市建设实践
探索的一个平台，需不断总结和创
新。“这要求我们从过去风景园林单一
的行业工作，变为更加强调对城绿关
系的深度认识，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
全域性、系统性、多层次的绿色空间体
系，并实现与多种类型的城市空间单
元进行耦合与融合。”陈明坤说。

陈明坤介绍，对公园城
市建设的支撑性工作
全面开展以来，他
们首先是对公园
城 市 城 绿 耦 合
与融合，尤其是
对 各 类 绿 色
空间开展相

关研究。“通过与国内重点智库、知名
高校团队合作的方式，共同对成都公
园城市建设的新理念、新技术、新策
略和新路径进行研究。”陈明坤说。

“我们围绕公园城市建设目标，
做了一系列的专业性研究与规划设
计，把公园城市的理念融入到我们城
市建设里面来，进行科学的规划设计
和创新实践导引。”陈明坤介绍。据
了解，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
院近年完成公园城市建设相关技术
工作100余项，其中就包括指导未来
5 年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成都市

“十四五”公园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中
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城市建设实践探索中，
把一些公园城市创新理念融入建设
实践，形成系列技术标准、导引。”陈
明坤说。

据了解，近年来研究院在公园城
市理念创新和实践探索基础上，逐步
构建全国性团体标准、地方标准、技

术导则等10余项，引导
公园城市建设实施，

促进公园城市建
设规范性、创

新性、先导
性 、示 范
性。

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陈明坤坦
言：“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比较幸运。”

此前，陈明坤曾在城乡规划领
域摸索了 15 年，虽说也参与了大
量的项目，做了很多实践，但创新
性和引领性的工作偏少。

10 年前，陈明坤进入风景园
林设计领域工作，一开始想干两
年可能就会回到老本行，没想到
却慢慢热爱上这个领域。陈明坤
说，“规划偏向于整体、系统的思维
方式，但园林却是接近自然的、放
松休闲的，也有人文艺术特色，我
发现可以把这两者融合，做一些创
新工作。”

看似冲突的两者，在陈明坤思
考和实践中产生了奇妙的融合。

“园林对理想人居环境的追求，可
以上升融合到城市，也可以把城乡
规划系统性思维，用于更好构建风
景园林实践探索体系。”陈明坤说，

“通过这两者的结合，让我对城市
特色塑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加上
成都本身就是一座生态、人文、生
活交织融合、和谐共生的城市。在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成都未来人
居环境的探索更有激情了。”

“在公园城市建设中，我们的
工作是塑造每一个人的绿色生活，
让新老市民在市井烟火中，融入新
的绿色健康生活方式，获得对城市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看见老百姓幸
福了，我们作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研究
人员也倍感幸福。”陈明坤说。

观念之变
从设计单一绿色空间到“塑造人的绿色生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彦霏

使命之变
让市民在市井烟火中
融入绿色健康生活

路径之变
把创新理念融入建设实践形成系列技术标准

成都望江楼公园（望江楼公园供图）

金牛公园一景（汪庆供图）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府新区考察时指出，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明确支持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从公园城市“首提地”到“示范区”，从国家批复印发《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
案》到编制出台《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2025年）》，从“规划图”“路
线图”到“施工图”“实景图”，成都正加快探索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实践和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

绘图 杨仕成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发展研究院院长陈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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