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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這樣一些美景常常 「刷爆」成都市民的
朋友圈：抬頭， 「成都藍」頻現，朝霞夕陽輪番
「做客」；推窗，收獲雪山驚喜，一幅幅坐城觀山

的照片成為成都的 「城市明信片」；遠眺，世界最
長綠道天府綠道串聯起成都的綠色動脈，讓綠意滲
透進城市肌理……

俯仰之間，成都整體生態環境的持續向好，市民
可觸可感的 「綠色福利」正是幸福感的主要來源。

每年春夏，在天府新區的興隆湖，市民親水散步
少不了來這裏；到了冬季，上千隻候鳥來興隆湖越
冬。2021年成都市新增野生鳥類記錄10種。其中，
國家二級保護鳥類1種， 「三有」保護鳥類8種，其
他鳥類1種，全市已記錄的野生鳥類達526種。

一座公園城市，最基礎的定義在於良好的生態。
對於依水而生、沃野千里的成都而言， 「窗含西嶺

千秋雪」既是自然對天府之國的饋贈，也是城市與
自然互動交融形成的文脈。

冬季，一個本是綠葉逐漸凋落的季節，不過在成
都的公園、街頭，冬季的冷風卻 「吹」生出五顏六
色，綻放的鮮花、黃色的落葉、綠綠的草地在冬日
藍天下分外妖嬈，像一條條綵帶點綴着天府之國。
推窗見綠、低頭聞香、出門有景、轉角遇園……漫
步成都街頭巷尾，總能與一個個生態宜人的公園不
期而遇。

這些公園有的沿江新建，有處於城市中心的主城
區，也有覆蓋大片濕地自成一體，各具特色、各美
其美。而將這些獨具特色的公園串珠成鏈、串聯成
勢的，是成都正在打造的世界最長綠道系統——
16930公里的天府綠道。

2017 年，一條全國規劃最長、縱橫全域 16930 公

里的三級天府綠道體系在成都開建，這條覆蓋全域
「一軸兩山三環七道」的天府綠道體系其中區域級

綠道1920公里、城區級綠道5000公里以上、社區級
綠道10000公里以上。

截至2021年11月底，成都新建各級綠道754公里
（其中鄉村綠道 305 公里），累計已建成 5162 公
里；新建 「回家的路（上班的路）」社區綠道 926
條，累計建成2053條。

一條條綠道形成帶狀公園，構築起公園城市 「骨
架」；一條條綠道成為市民群眾 「回家的路」 「上
學的路」 「旅遊的路」，創造出富有詩情畫意的生
活、消費場景。

從綠道望向成都全域版圖：東部，龍泉山城市森
林公園築景成勢，打造世界級品質的城市綠心；中
部，成都版 「中央公園」錦江公園以錦江為脈貫穿
南北48公里；西部，龍門山脈片區、都江堰精華灌
區不斷夯實成都生態本底……依託自然山水塑景成
園，一個個山水生態公園躍然成型。

近1.7萬公里長的綠化空間，潛藏的是無可限量的
創新接口。如今，目標已達四分之一，這條城市
「綠脈」還在不斷延展。在綠道的串聯下，城市成

為公園，公園又是家園。商店、書坊、花店、咖啡
館分布於綠道之間，與市民只有一個轉身的距離。

綠色，是生命的象徵、大自然的底色，也是成都城
市發展鮮明的底色、持久的優勢。綠色打底，綠滿蓉
城、花重錦官、水潤天府的蜀川畫卷徐徐鋪展。

公園城市不僅指空間上的綠水青山，更是要將其
轉化為金山銀山，作為城市的消費場、創意場、生
活場。可以說，在成都，公園城市不是一個規劃理
念，而是一種營城方式。

其中的核心理念是 「場景營城」，所謂 「場景」
是由消費實踐所組成的具有符號意義的空間，通俗
來說就是在成都得天獨厚的公園基底之上，從公眾
即消費者的需求出發，為其打造標籤化的城市氣質
和生活氛圍，讓他們願意花費時間和金錢，去公園
中尋求娛樂、休閒和體驗，從而真正建立個體與公
園城市的連接。既激活了空間的美學價值、經濟價
值，同時提升了公眾的生活品質。

如果說公園城市的增綠築景是為成都涵養了生態
本底，那麼從經濟價值來看，天府綠道早就成為了
成都最大的 「網紅」製造機。

10 月 25 日，闊別一年的興隆湖盛裝歸來。連日
來，興隆湖遊玩攻略不斷在成都人的朋友圈刷屏，
湖畔書局、浮水廊、興隆長灘、興隆湖之眼、白澤
塢……眾多創意景點和新鮮的玩法，使得這個公園
給市民帶來不一樣的動感體驗。

最值得體驗的就是位於興隆湖的成都的首個 「水
下書店」。站在書店裏，就完全是置身於湖水之
中，感覺很是奇妙。能一邊看書、喝咖啡，還能一

邊看小魚、觀水草。透過在湖底的玻璃
幕牆，可見魚翔淺底，水草

搖曳。

而在市中心，當暮色降臨，華燈初上，錦江河道
兩岸呈現出 「光影走廊」 「熊貓爬塔」 「東門碼
頭」 「花重錦官城」……一系列頗具天府文化元素
的夢幻光影盛宴，再現杜甫詩中 「門泊東吳萬里
船」的繁榮景象。

一個個 「網紅打卡點」的誕生，背後是成都以
「綠道+」模式，串聯起 「以道營城、以道興

業、以道怡人」的生態價值轉化路徑。
2021 年，成都建立面向全球持續發布

1000 個新場景、1000 個新產品的 「雙
千」機會場景發布機制，助力消費升
級，釋放市場需求，為有志於逆勢
進擊的企業提供更多城市新機會，
為萬千市民提供更多美好生活新體
驗。

在 「綠道+」模式上，成都已建成
江灘公園、沸騰小鎮、夜遊錦江等特
色場景120餘個，五岔子大橋、城市之
眼、空港花田等網紅打卡點位380餘個，
釋放天府綠道綠色商機。

如今，綠道不僅串聯起 「上班的路」和 「回

家的路」，更是串聯起生產區與生活區；綠道不僅
改變着城市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正在把綠色 「資
源」變成 「資產」。

公園城市是 「以人為本」的城市，城市因人而美
好。這些年，在成都聽到過很多人的聲音：年輕人
說，喜歡這裏的環境，生活很巴適；企業家說，這
裏辦事方便，政府服務意識強。

公園城市不僅是為市民提供多元活動空間，更是
打造了一批城市級的全景化、全時化、全民化、休
閒化的文化旅遊創新場景。

成都的繁盛、鮮活、充滿活力的市民生活，是城
市特色的形象，也吸引着大量 「新成都人」前來。
「像成都人那樣生活」，已逐漸成為一種引領時代

潮流的價值選擇。成都，連續12年蟬聯 「中國
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這座 「雪山下的公園
城市」，成為了無數人安居樂業的首選。

作為 「全面體現新發展理念城市」首倡
地，從公園城市 「首提地」到建設踐行新發
展理念的公園城市示範區，成都公園城市的
建設，從底層邏輯與系統實踐上深刻貫徹以
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示範區」建設可
以說是人民城市建設中的 「成都實踐」。
「公園城市」理念的提出，深刻體現了 「生

態文明」和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在

空間上的疊合。
在 「十四五」開局之年，為更好滿足市民對幸福美

好生活的新嚮往，持續創造高品質生活宜居地優勢，
把 「示範區」建設發展成果轉化為人人可感可及、普
遍受益的社會認同，成都市作出了幸福美好生活十大
工程戰略部署，深刻體現了人本發展思路，體現了新
時期城市發展的價值取向。從名字來看， 「幸福」
「美好」 「生活」幾個關鍵詞，就定義了以人為核心

的發展基調，與以往的工程示範不同，更強調從市民
需求的角度，解決實際問題，滿足個性化需求，承載
情感寄託，滿足人民群眾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最終
構建市民對於城市幸福生活的共同認同和新時期城市
的市民精神。而最終，人民群眾的滿意，也成為幸福
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建設的評價標尺。

公園城市的建設，將城市真正打造為服務型空間，
街頭巷尾都成為居民的客廳、辦公室、起居室、活動
室，整個城市像家一樣溫暖、貼心、美好，引領着成
都人健康、幸福生活方式的不斷優化。而幸福美好生
活十大工程強調情感的歸屬、幸福的筑夢，通過美好
生活範式的打造，讓成都人的日常生活更加鮮活和真
切，真正實現 「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家園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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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7 日，成
都環城生態公園跨
成昆鐵路橋完成轉
體，這標誌着成都
環城生態公園全環
78 座橋樑全部貫
通，也意味着全長
100公里的成都環
城生態公園全環貫
通。
全面閉合的公園

城市綠脈，將串聯
起桂溪生態公園、
錦城湖、青龍湖等
重要節點，121個
特色園區鋪陳開
來，高品質城市中
心公園已然築景成
勢。
成都，自古便是

「水旱從人，不知
饑饉 」 的天府之
國。而今作為中國
公園城市的首提
地，公園城市的示
範區，標誌着成都
公園城市建設進入
了一個新的階段。
成都的公園城市打
造不只拘泥於生
態，而是以生態為
紐帶，打造成為
人、城、境、業高
度和諧統一的現代
化城市。重新描繪
綠滿蓉城、花重錦
官、水潤天府的蜀
川畫卷，再現 「窗
含西嶺千秋雪」 的
曠世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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