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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乡村系统

风景园林协调美丽乡村与山水林田湖
草互为依托的关系，营造良好的生态环
境、美丽的乡村景观，促进乡土植物保
护，推进绿色发展。

风景园林扮靓美好生活
中国风景园林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它通过完善城市的生态绿色空间体系创造优美的、生态平衡的人类生活境域，承担

着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使命。在中国大力开展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中，风景园林修复工程也在有序开展。各地

风景园林建设在新时代促进了三生（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绿色发展，助力了自然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城市空间的更新

和乡村产业的转型，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风景园林同中
华传统文化一脉相连，
蕴含了中国传统人居生
态 环 境 营 造 “ 师 法 自
然、天人合一”的价值
观和世界观，与新时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等生态文
明 思 想 一 脉 相 承 。 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
想为指导，传承并创新
中国传统风景园林中系
统有序、韧性有余、取
用有度的优秀文化基因
与生态智慧，必将为促
进生态人居环境治理、
实现绿色发展、推动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作出贡献。

在“天人合一”理念
指引下，中国塑造了绵延
千年的“山—水—城—
居”人居环境模式。中国
人“因天材、就地利”
进行城市选址，以自然
山水为先导，以营建园
林的方式营建城市，形
成了“人与天调、天人
共荣”的山水城市景观
系统。苏州是中国山水
城市的范例。古代苏州
城的选址基础是源于太
湖和周边浅山组成的区
域景观系统，经过对水
系的生态梳理，满足防
洪、灌溉农田、漕运等
城市基础设施需求。整
个城市运行与资源调配完全建立在这
个自然体系中。今天的苏州保持着独
特的水陆棋盘格局，星罗棋布的城市
园林体系与城郊浅山风景体系相互融
合。这是传统生态智慧所孕育的山水
城市的生命力。

山水城市的营建方式对于当前城市
建设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和传承意义。
城市不是脱离自然而孤立建设的单体，
城市的开发建设不应该是无序扩张和无
规则增长，而应该遵循自然的山水格
局，保护蕴含文化认同的历史风貌，寻
求与自然的高度融合，最终为人民营造
诗意栖居的生活环境。

按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原
则，中国风景园林在营造中深刻遵循着
自然的生态规律，以系统观的生态手段
应对自然灾害，构建更加稳定和具有生
命力的区域人居生态系统。

都江堰是中国古代通过水患治理重
塑区域景观系统的典范，在缺乏现代科
学的先秦时期，其工程设计之精巧、布
局之合理令人惊叹，它成功解决了鱼嘴
分水、飞沙堰泄洪排沙、宝瓶口引水等
许多复杂的水利工程问题，化自然灾害
为生态福祉，将汹涌的岷江洪涝转变为
滋养川西平原农业发展的生命血脉，在
两千多年后仍能继续发挥作用。近年
来，随着气候变化，全球多个城市出现
严重的内涝灾害，给人民生产生活造成
了严重影响。相比较消极的防洪筑堤工
程和挖湖蓄水工程，更倡导从传统的生
态智慧治理手段中汲取经验，用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应对城市与自然的冲突，
并通过顺应自然的方式将这一冲突变成
支撑城市生态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绿
色基础设施，让城市更安全，并重新调
和人与生态环境的平衡。

中国上千年的农耕文明所承袭下来
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的朴素生态思想，在中国风景园林和人
居环境营造中处处体现。广布于我国长
三角和珠三角的桑基鱼塘，作为世界上
最早的生态农业模式，时至今日仍然得
以延续和发展，体现了适应、节制、循
环的中华生态哲学理念。“塘基种桑、桑
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
桑”的农业生产流程，促进系统中的营
养物质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实现了对
水土资源的巧妙利用与精心维护，不仅
达到了复合循环、协同互利、共生多赢
的目标，还创造了蓝绿相间、错落有
致、极具水乡韵味的地域景观，从而成
为可持续的生产与生活、人地和谐的典
范。桑基鱼塘所蕴含的“整体、循环、
协调、再生”的中华传统生态智慧，与
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的全球低碳发
展理念高度吻合：通过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格局，构建自然资源集
约高效利用机制，在世界经济复苏中逐
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升级，构建环境、
经济、社会效益多赢的新格局。

新时代的中国风景园林担负着“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使命，在传承渊深
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努力实现着
对传统生态智慧进行创新性发展与升华
的重任，不仅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
量，也为全球生态治理方案探索出一条以
中华智慧引领的有效发展之路。（作者系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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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是青藏高原的中心
城市。作为高速城市化发展的代表之
一，其老城区的现有建筑和道路年限
久、密度大，可用于建设公共开放空
间的地块越来越少。近几年来，借助
于“绿更新”“微更新”“巧更新”的
风景园林绿色更新手段，西宁市对原
有的灰色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让
城市释放和营造出更多美丽宜居的绿
色开放空间。

旧城区成花园

西宁市五一路公共空间曾是旧城
中心五一路与七一路两条主干道交汇
处的灰色空间，是老城区功能结构失
衡、公共空间匮乏、交通安全问题突
出的典型反映。

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计划的持
续推进以及风景园林绿色生态更新手
段的介入，原来破败的灰色空间摇身
一变成为交通优化、城市功能疏解和
街道品质提升的街边花园。

原来场地内高密度的店铺和国
有企业建筑被转移至更具发展潜力
的城市新区，释放出更多的空间用
以扩宽车道，优化车行交通系统。
这里还建设了休闲草坪、小剧场、
儿童游戏场、阳光走廊和中心广场
等多元包容的公共空间。场地内的
公共设施、历史展览墙和低碳节能
的绿色屋顶，组成了生态弹性的复
合城市基础设施。

工业遗址景观再造

通海桥铁路文化公园临近兰青铁
路的货运终点，曾是兰青铁路旧线废
弃后遗留下来的交通设施棕地。随着
城市交通设施的发展，原有场地的地
势落差越来越大，空间割裂、秩序混
乱的情况愈加明显，对周边居民产生
了出行受阻、噪音干扰、社会安全隐
患等负面影响。

公园改造采用了积极的绿色更新
策略，即将原来高差显著、难以利用
的空间，打造成方便城市居民进入的
趣味性边界开放空间，例如街头绿
地、口袋花园等，并在城市干道及高
架桥引桥沿线打造自然式植物群落景
观。场地内部保留了原来废弃的铁
轨，并仿照铁轨和月台的形式设计了
廊架、展陈空间、剧场等景观设施，
唤醒了场地的历史记忆，满足了儿童
活动、健身运动、休闲散步等日常活
动需求。

公园设计还紧密结合了植草沟、
生物滞留池、净化花田台地、下沉式绿
地、透水铺装等低影响开发（一种雨洪
管理技术）措施，促进场地形成雨水滞
留、净化、再利用的良性水文循环。

宜游的蓝绿廊道

解放渠曾经是西宁西山北部的一
条灌溉渠道，自上世纪 50年代修建以
来，长期承担着沿线农田灌溉及防洪
分流功能。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原本
承担农业灌溉功能的解放渠失去了其
主要的功能，沦为城市的消极空间。

近年来，城市绿色更新计划的实
施，使得老解放渠再次焕发青春，成为
一条连贯、生态、宜游的蓝绿廊道。

在解放渠更新改造过程中，融入
了生物滞留池、植草沟、石笼挡墙等
海绵化设施，这些设施能够将渠岸两
侧地表水收集后汇入渠内，结合滨水
植物的种植，营造出开放的景观水
面，重新激活了水渠调节径流、塑造
水景的功能。对部分受到立交桥阻断
的区域，采取下沉式设计手段，保证
了蓝绿廊道的整体贯通，构建了连接
城市与自然山体的绿色基底，形成了
一个以解放渠水系统为主体，集亲水
休闲、景观游憩、生态示范、运动健
身于一体的城市滨水公园带，进一步
改善了城市环境面貌。

在南京市郊，有一座风景秀丽的村庄——
黄龙岘。小村隶属于江宁区江宁街道牌坊村，
四周茶山环绕，竹林如海，田园环境优美，被
誉为“金陵茶文化旅游第一村”。

来黄龙岘，处处都是以茶为中心的田园文
化景观：宽阔秀丽的黄龙广场、满眼翠色的茶
缘阁、四时之景不同的黄龙潭、茶文化风情街
上众多的农家饭店……

过去，黄龙岘村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小山
村。2013 年开始，黄龙岘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
和茶园风光，对村庄环境、基础设施进行整体
改造提升：在原有村庄形态上实施景观化、生
态化改造，融入田园景观、文化民俗等元素，
对全村民房、道路景观、公共设施进行整体打

造，逐步完善了旅游廊道、游客中心、乡村驿
站等综合配套。精心打造由千亩茶园观光道、
茶文化风情街道、千年古官道、仙竹林荫道及
诗画黄龙潭等组成的黄龙岘“四道一潭 40景”，
建设黄龙岘茶文化小镇，充分展示黄龙岘独特
的乡村人文生态。

2020年 11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乡村生
态景观营造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组在黄龙岘村
启动了国家级乡村示范点建设工作。项目组从
景观分类评价、规划设计与营造模式、生物多
样性维护与监测等方面支持黄龙岘的生态人居
环境建设，实施了山林、茶田、湿地、湖泊、
竹海等景观资源的系统治理，在这片大地上绘
就了一幅美丽乡村崭新画卷。

生态环境优美、生物物种多样、资源矿藏
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位于山区与平原过渡
地带的浅山区，是首都北京重要的生态源地和
生态屏障。作为全市生态保育重点地区，当地
通过持续开展山区绿化造林、废弃矿山整治、
水利工程建设和中小流域治理，使浅山区生态
质量持续改善，生态屏障功能得到不断加强。

浅山区生态治理分区被划定为六类：森林
生态保育区，林断带与宜林荒山植被恢复区，
废弃矿山修复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区，地
灾高易发区和生境修复区。当地对这六类地区
强化生态保育与修复，最终实现青山绕城、绿
水环山、森林繁茂、良田美景的目标。

青龙湖森林公园位于北京市浅山西南山麓
的房山区青龙湖镇。青龙湖从2012年开始实施
以林地生态修复为核心的区域景观营建。当地
依据地形特征实施种植，在陡坡上增植乡土野
生草灌地被植物，增加植被覆盖率，从而提升
植被的土壤保持能力，防止土壤侵蚀；在山体
汇水过程中构建生态湿塘，提升对于山体雨水
径流的调蓄功能；在滨水湿地区域增加挺水、
浮水和沉水植物，增加湿地对雨水径流的净化
能力，提升水质。最终实现在高地陡坡防止土
壤侵蚀、过程中径流调蓄、终端径流净化等目
标，构建连贯多层级的水源涵养体系。同时，
当地还将现状风景美学价值较高的林地划分为

重点提升区，补充植物和彩叶树种；将现状无森
林且风景美学价值较高的灌木林和草地区域划
分为重点改造区，增加速生树种提升植被覆盖
率，建设森林步道等有利于游人的公共设施；将
风景美学价值较低的林地划分为一般保护区，对
现有林地实施保育，以维持其固碳释氧、水土保
持、提供栖息地等生态功能。

在近10年的科学生态修复和景观营建过程
中，青龙湖森林公园森林植物种类持续增加，
森林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当地还深
度挖掘场地自然资源优势、人文特色和科研价
值，结合市民活动需求进行了景观风貌重建，
形成了服务周边居民、辐射全市的休闲游憩目
的地。

生活—城市系统

风景园林通过“生态
修复”“城市修补”，有计
划地修复发展建设中受损
的 城 市 山 体 、 河 流 、 湿
地、植被，整合和利用废
弃地，完善城市的绿色空
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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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自然系统

风景园林作为人居生
态环境营建的重要领域，
肩负着优化国土空间生态
格局、加大生态人居系统
和自然环境保护力度的重
任，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
深度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

北京浅山区：
青山绕城 绿水环山

欧小杨

美丽乡村黄龙岘
张云路

古城苏州各园林景区的景观树木与花草植物吸引着
游客前来赏景。 王建中摄 （人民图片）

古城苏州各园林景区的景观树木与花草植物吸引着
游客前来赏景。 王建中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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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浅山区风景。资料图片

黄龙岘村茶文化风景园林。资料图片黄龙岘村茶文化风景园林。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