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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葱绿

奋奋进进七七十十年年 丽丽水水““四四个个一一””之之四四种种城城市市元元素素

休闲丽水：游走山水间，城景入眼帘
■本报记者 丁罡 通讯员 常晓静 张虹韵 麻安翊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 � � �入冬岁月。 当市区文进路迷人的秋景已经略显乏力的
时候，宇雷路上成片的枫香树又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绿色溢满城市，让一年四季绿树成荫花
香满径，是人们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愿景。 而在丽水市区，经
过多年来一以贯之的绿色行动，大家早已置身其中。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培育发展新引擎，建设浙江大
花园“最美核心园”，全市人民以浙江（丽水）绿色发展综合
改革创新区美丽城市行动为指南，结合丽水特色，奋力建设
“起居院落里，游走山水间”瓯江山水花园城市意境。

数据显示 ， 至 2018 年末 ， 丽水市建成区绿地面积
1533.04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1751.73 公顷，公园绿地
面积 422.27 公顷，绿地率 38.91%，绿地覆盖率 44.46%，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 11.35 平方米。

山也美，水也美，人行处州醉山水。 放眼日新月异的处
州城，条条绿脉串起大花园“最美核心区”。

绿树成荫 城市街道“衣袂飘飘”

行道树是城市绿化的骨架， 绿色树冠或满树繁花成行
成片，那是城市美丽的衣衫。 道路绿化是城市绿化和环境建
设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有了各种乡土的、引进的行道树，才
有了观赏效果、生态功能俱佳的城市绿化景观。 香樟、无患
子、法国梧桐、黄山栾树、枫香、马褂木、银杏在不同的路边
列队，每天和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

在老丽水人眼里，处州城这些年变化太大了，城市的骨
架越来越美，“衣衫”越来越靓。 “送孩子上学、我上班，必过
城西路，夏天城西路两侧的法桐树大荫浓，太阳晒，走在树
荫下也觉得凉爽。 ”家住梅山背的林先生告诉记者，城西路
法桐的叶子落得晚，能挂到初冬。 叶落后，冬日阳光能从枝
枝杈杈的缝隙慷慨地洒下来。 这条道冬暖夏凉。

“梧桐叶上秋先到”，秋天的法桐叶子慢慢变得金黄斑
驳，金黄法桐大道的亮丽景观不输任何彩叶树。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丽水工作半年
以后，新丽水人程功第一次把妻儿接到身边。 行走在绿树掩
映、绿水环绕、整洁有序的城市里，每一处意外发现的美景，
都令他们欣喜：“我最喜欢丽水城市绿化， 这在我们甘肃老
家是根本看不到的风景。 ”

“市区现已形成了树种多样、一街一景、一路一品的道
路绿化景观，打造了具有网络效应的绿色廊道。 春赏花、夏
成荫、秋观叶、冬挂雪，园林景观让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 ”
市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聊起道路绿化满满的成就感：“春夏
之间，市区的各条道路浓荫匝道满目清翠；夏末的时候，文
进路的黄山栾树层林尽染；初秋时节，城东路上的银杏溢彩
流金；深秋时分，宇雷路上的枫香红艳似火。 一年四季，若你
留意观察，行道树的景致真的很美！ ”

花香满径 一街一景风情迷人

细心的市民可以发现，不经意间，丽青路的绿化带种上
了玉兰和月季，环城南路沿线也种上了月季，这些四季开花
的曼妙精灵替代以往单调的灌木，成为了城市新的亮点。

不仅如此，作为文明城市巩固提升项目，今年园林部门
对花园路、卢镗街、富岭连接线、高速西出入口、高铁站等重
要节点进行花境提升改造，改造以丽水“市花”杜鹃为主题，
加上郁金香、绣球、喷雪花、佛甲草、火焰南天竹等 30 余种

色彩丰富的花境植物搭配组合，通过花境的种植形式，丰富了
城区绿化景观色彩、层次、花卉。 城市道路、公园广场、街头绿
地里，月季、樱花、紫薇、山茶等交替绽放，四季不停。 今年春
夏，全市数万株月季竞相开放，惊艳全城。

改变，还见于城市的出入口。这些将城市与道路相连的通
道，如今已变成了繁花似锦的景观大道。

打北南下的旅者， 在进城的时候可以充分享受水梦庭苑
东侧绿地的迷人风光；自南而来的客人，一下高速，就能感受
到“秀山丽水”的生态底蕴。古朴端庄的廊桥收费站，让人梦忆
千年；走在富岭连接线上，高低起伏的坡地景观，平整开阔的
大草坪，让人心旷神怡。“绿水青山”“石函双剑”“青田石印”三
个题材在此构思创作三座雕塑，充分展示丽水文化、美化城市
形象，进一步提升了丽水的城市品位。 这一条通往城市的路，
把丽水的秀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每逢佳节， 公园里的立体绿雕， 也成了市民们的 “心头
好”，营造着浓浓的节日氛围，诉说着丽水人对美好生活的无
限追求。

在 2016 年春节节日氛围营造工作中，园林局首次采用立
体绿雕的形式，创新突破，让“绿”与城市交相辉映，成为城市
形象的靓丽装扮。 2016 年的“高铁时代”“花好月圆”，2018 年
的“古廊迎春”，2019 年的“喜迎新春”，各色主题绿雕扮靓城
市各处，引来不少沿路市民围观驻足，争相拍照，成为城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绿树与鲜花交相辉映，城市与自然共生共荣。这些城市中
的靓丽风景，把丽水人的“绿意生活”演绎出了生态文明的色
彩，也获得了市民的一致好评。

多彩公园 星罗棋布的生活精彩

城市公园如一颗颗明珠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随着城
市的发展，这些或老或新的城市公园，汇聚着一方百姓的喜怒
哀乐，成为了城市中最具人气的地方。 每逢周末假期，或华灯
初上之时，各大公园便热闹起来，成群结队的市民在公园内散
步、聊天、赏风景，享受难得的安逸。

万象山公园，是丽水最早设立的城市山地综合性公园，占
地约 32.4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超过 95%以上，是丽水市区
最大的一处游憩绿地。 近年来，随着南园恢复重建工程、栈道
景观工程、南线透绿工程等先后竣工，让这个老公园面貌焕然
一新，游客也大量增加。

丽阳门公园、老年公园、梅山背公园也都因地制宜，进行
了重新的修缮，从而变得各具特色。每至傍晚、周末，这些公园
已经成为了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不二去处。

位于丽青路和宇雷路交叉路口的乡恋园， 原为荒废多年
空地。 2008 年 11 月，园林部门启动了这块空地的绿化改造，
以当时正在实施的江滨区块旧城改造遗留的各种植物以及
废旧砖瓦为材料， 将这个面积近 2 千平方米的街头空地建造
成一个颇具乡野村落气息的街头游园。

现在每逢天气晴好， 家住花园新村的陈大娘就会带着孙
子散步，呼吸着公园里清新的空气，看着运动的人们，她的心
情格外舒畅：“以前旧区公园少，健身没个去处，我们都很羡慕
住新区的人。 现在旧区公园和绿化面积也多了， 在家门口就
能健身。 生活真是越过越美啦！ ”

近年来，我市着力加大对老城区的改造力度，全力改善老
城区居住环境的提档升级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绿地面积，见
缝插绿。 老城区的绿色变化令居民倍感欣喜。

变化的不只是公园，还有整座城市的气色。 园丁新村的居
民赵霖告诉记者，近些年身边的变化最让他开心，“老旧院落的
绿色植物回来了，背街小巷的路面墙面干净了，住起来更安逸
了。 ”

通过一系列措施， 我市园林城市创建让越来越多的丽水
人感到，鲜花与绿阴做伴的季节似乎常在身边。 抬头见绿、起
步闻香，绿随路至、人到景到。悄然中，一条条城市绿脉延展开
来。 畅行在古老的处州大地， 生态文明的种子已在这里生根
发芽。 满眼青翠、山环水绕的惬意生活，正如一幅画卷在丽水
徐徐展开。

满城秀丽
演奏丽水乐章

■本报记者 丁罡

� � � �秀山丽水，“绿”是底色，更是本色。 为了能彰显丽水的
生态价值，一直以来建设部门以园林亮化为锦上之花，让丽
水的山更青，水更绿，城市美若“花园”。

丽水境内群山连绵，树木葱茏，江湖相依，景色秀丽。 古
来圣贤，多为丽水之美景折腰。 唐时南园，南宋诗人陆游有
诗吟唱。 明清时，城区有白云叠翠、巾山夕照、好溪夜月、三
岩瀑布、梅山霁雪等所谓八景。 至民国，这些景点虽年久失
修，又多破旧，但南明山、万象山、三岩寺、厦河塔、巾山塔等
处，仍古木参天，浓荫匝地，不失为原生态，实为游历佳处。

新中国成立后，丽水逐步重视园林绿化工作。 1963 年，
成立县林场，开展封山育林，绿化工作走上轨道。 1979 年成
立县园林管理处，1986 年，设县级市，改县园林管理处为市
园林管理处。2013 年，由丽水市园林管理处更名为丽水市园
林管理局。 之后，结合大花园建设，加大园林绿化力度。

老丽水人都知道，1986 年，市区仅大洋路等少数几条道
路植树。2000 年撤地设市后，丽水城市园林绿化工作面貌为
之一新。 在思想上，丽水人对“绿”的重视程度逐年提升，相
继出台了《丽水市中心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丽水市生物（植
物） 多样性保护规划》《丽水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修订）
《丽水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丽水市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办法》等，不断加强规划引领和制度设计，为丽水城中的
一抹“绿”不停地加码。

2006 年，新建和拓建花园路、解放街、人民路、城北路等
多条道路，绿化隔离带内增加乔木、亚乔木等，对下层灌木
地被进行调整和补充。2007 年开始，对灯塔街、解放街、中东
路等十多条道路行道树树穴改造， 利用溪滩卵石作材料铺
设表面。 经过多年的合理规划和建设,由老城区单一的法国
梧桐，到现在的“一街一景”，各处道路节点景观各具特色。

与此同时，丽水开始着手实施新建公园、道路绿化、拆
墙透绿、借地绿化、绿线管制等一系列措施，城市绿地面积
迅速扩大，公园、广场数量倍增，古树名木得到有效保护，绿
化管养水平逐步提高。 至 2018 年末，丽水市建成区绿地面
积 1533.04 公顷。

生活在丽水的人们，无疑是幸福的。 从 1979 年，万象山
辟为第一个城区公园起， 丽水的城市公园如雨后春笋般相
继涌现，公园绿地面积不断扩大，城市居民的运动、游赏、休
闲区域不断增加，城市的品位不断提升。

丽水城市的“美丽进行时”还在继续。 2018 年完成丽水
市绕城线（中山街—紫金路）景观提升工程，2019 年完成丽
水市绕城线 （紫金互通—丽阳街） 绿道及景观提升工程建
设。 项目在设计理念上延续了丽水市绕城线提升改造工程
方案的设计原则，对原有中间绿化带、道侧绿化进行提升，
同时增设综合慢行道， 对绕城西线的综合慢性系统进行扩
延。

2019 年完成卢镗街、花园路等沿线景观提升工程。项目
采用铺设火山岩等无机覆盖物及松鳞、 树皮等有机覆盖物
的形式，通过点缀色彩亮眼的多年生开花地被植物，营造出
一种自然、生态并极富趣味性的城市园林绿化景观。 作为园
林局的创新项目，今年开始，园林部门还开展了苔藓景观工
程。 完成了卢镗街和花园路路口苔藓绿墙的布设，以及市政
府东北侧苔藓景观绿地的建设。 苔藓、蕨类在城市景观中的
运用，不仅丰富了题材，更诠释了生态产品价值的转换，展
现了“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原生态特色魅力。

绿色追求没有止境。 可以确定的是，违建变绿地、荒地
变公园的生态转型故事、“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的诗意
美景，一定会在丽水越来越多地涌现。 丽水在追求蓝天、碧
水、净土的过程中，也一定会谱写出绿色发展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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