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制图本版制图//张李杨张李杨 设计设计//杨祝娟杨祝娟

记者手记

5520212021年年1212月月2323日日 星期星期四四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张李杨张李杨

深度深度··聚焦丽水的公园聚焦丽水的公园

■■本期策划主题本期策划主题

在公园在公园

，，邂逅理想的生活邂逅理想的生活

今年 8 月 31 日，浙江省委高规格召开文
化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一
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发挥文化铸魂塑形
赋能的强大力量和功能，加快打造新时代文
化高地，构建起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全面进
步的新格局。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近年来，依托
汤显祖世界文化名人、《牡丹亭》世界名著、昆
曲世界文化遗产三大世界文化品牌，遂昌以
文化引领发展的高度自觉，不断打造新时代
汤显祖文化创新高地。

缘何建起汤显祖小镇关雎园？
这其中的渊源，可追溯到 400 年前。明

万历二十一年到万历二十六年，明代著名的
文学家、戏剧家汤显祖任遂昌知县，主政 5 年
间，他兴学重教，奖掖农桑，清廉正直，勤政惠
民，还汲取灵感，创作了传世名著《牡丹亭》。

文化遗产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
文化，是宝贵的遗产。近年来，遂昌结合遗迹
修葺、民间艺术、学术研究等活动，不断深化
优秀文化传承、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聚焦文化
产业发展，传承、发扬和提升汤显祖文化，推
动县域自觉走向文化自信，进而实现文化自
强。

从空间建造到场景营造，从生态平衡到
历史传承，汤显祖小镇关雎园打开了一扇建
设文化公园的窗口，它充分发扬地方特色文
化，激发文化遗产自身活力，通过对文化公园
的整体规划和格局部署，最大程度确保文化
传承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使得城市的历史文
化脉络得到充分显示。对于居民或游客来
说，文化公园是休憩娱乐之所，更是文化陶冶
熏陶之地，当人们走进关雎园，会自然而然地
遐想明朝的风云往事，情不自禁地回忆清廉
勤政的汤显祖，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文化自
信。

此外，文化公园的建设也是文化与生态
的完美“联姻”，公园能够成为城市中的一个
小型“绿肺”，起到降温、除尘、清洁的作用，让
城市更加生机盎然，使得历史文化保护与整
治城市环境紧密结合，提升城市品位和美化
环境“两不误”，传递绿色正能量。

相对于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博物馆、文
物等，文化公园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更加大众
化、通俗化，它将文化、旅游、环境等综合起
来，并展现出最真实的历史场景，尤其是将文
化公园所承载的中华优秀文化转化为民众看
得懂的“城市一隅”、讲得清的“中国故事”，让
普通民众将文化自信融入日常生活中，自觉
守护精神家园。

让特色公园成为
文化建设的精品力作
■本报记者 张李杨 朱敏 通讯员 雷晓云

新时代，人们对文化供给“量的扩大”以及“质的提升”
都有了新的要求。丰富多元的文化内容和形态各异的民
风民俗，该如何凸显底蕴、荟萃人文？

在丽水，大量特色主题公园的应运而生，正是针对群
众文化需求的精准供给。

随着打造美丽宜居花园城市力度的不断加强，人、城、
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之城正不断展现崭新姿容。而
创新公共服务场景的特色主题公园，使人们在游览的过程
中得以聆听历史之音、发现生态之美、领悟文化之韵，更在
心意相通的境界中，不断增强文化认同感。

借戏造景 文化交融

“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400
多年前，时任遂昌县令的汤显祖创作《牡丹亭》的同一时
期，千里之外的英国斯特拉夫德小镇，剧作家莎士比亚正
忙于创作“四大悲剧”。后人发现，两位戏剧家于同年逝
世，又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
人。

历史充满机缘巧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同时
代的戏剧大家，如今又在遂昌关雎文化园实现了“对话”。

关雎文化园地处遂昌戏曲小镇的核心区块，以东西方
爱情情景体验的方式，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爱情
文化进行展示、碰撞、交流。“汤显祖一生‘四梦’，得意处唯
在‘牡丹’。我们把《牡丹亭》剧中的经典情景用实景呈现，
让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并可以亲身体验。”关雎文化园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梁苏莉告诉记者，东方板块的核心建筑杜
府及后花园为仿明代建筑，实景复刻了《牡丹亭》主人公杜
丽娘父亲南安太守杜宝的府邸。

在后花园的东南角，有一处名为“断井颓垣”，呈现的
是《牡丹亭·惊梦》中的一段唱词。砖和瓦都从老建筑上寻
来，墙头还添植着小花小草。

虽是简单的布置，但要表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
般都付与断井颓垣”的意境却不容易。一砖一瓦、一花一
草，设计者着力于每一个细微处。11700 平方米的后花园
里，处处是景，处处是“牡丹亭”——草坪上种着的牡丹花
来自“牡丹花城”洛阳；道路旁种下梅花，是因杜丽娘诗中
有一句“不在梅边在柳边”⋯⋯

走过一座 30 米的小桥，便能抵达西方板块。这里将
复原莎士比亚故居斯特拉特福小镇风貌，《罗密欧与朱丽
叶》剧中的经典情景也将在这里重现。往后花园更深处行
进，一汪碧水旁高高凸起的圆形假山映入眼帘。假山层层
叠叠，类似台阶，没有任何布景。几步登上假山，四周的景
色一览无余。

“这是一个看台，可以 180度旋转。”梁苏莉介绍，整个
假山架在一个环形轨道上。通过电机带动齿轮，假山就可
以旋转了。

值得一提的是，后花园不仅是实景版《牡丹亭》，还是
一个实景演出场地，当地的国家级非遗项目“昆曲十番”也
曾在这里演出。“除了看台，整个后花园都是舞台。”梁苏莉
说，大型《牡丹亭》实景演出正在筹备中，“这里不仅是一座
公园，更是展示汤显祖文化和莎士比亚文化的体验园。”

一条绿道 连接山水

出门就能从公园走进云和的山山水水，已经成为云和
人的生活“标配”。在云和城区的大部分公园，不仅可以看
见景观林盘和花木盎然，还可沿着“浮云绿道”漫游云和梯
田与仙宫美景。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美丽宜居的生态
环境，人人向往。何谓宜居？生活在一座城市的幸福感该
用什么衡量？

32 岁的云和人吴勇明有着自己的看法。每天清晨 6
点多，他都要到江滨南岸公园和跑友们跑步锻炼，在绿草
如茵、鸟语花香的环境中舒展身心，“以往在健身房锻炼，
空气比较差。现在绿道建成了，沿途环境优美，有山有水

有花海，在美丽的山水间健身，就是体验最切实的幸福
感。”

云和人的幸福，源于生态文明理念的润物细无声。近
年来，云和结合“一轴三区”城市空间布局，在沿溪两侧进
行连贯式开发，全面打造浮云溪滨水公园，并在河道开发
中致力于呈现“城市滨水休闲带”，把游步道融入滩地和护
岸，完成了浮云桥下游九曲桥等亲水平台建设，在岸边空
地培育休憩草坪，为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的美丽场所。

在公园设计中，云和以本地区多彩的自然、文化资源
为线索，融入独具特色的木玩文化、梯田水文化，在浮云溪
两岸的公园绿地设置了 10 余处栩栩如生的文化主题雕
塑，实现了本地特色文化与浮云溪景观的完美融合，塑造
出独具特色的城市滨水空间。

2018 年以来，云和县水利局以浮云溪流域治理为契
机，相继投入 2.1亿元建设浮云溪绿道，包括县城核心区的
6公里健身步道和 18公里郊野步道，其中郊野段更加注重
依托自然山水文化，打造亲水堰坝、浮桥、亲水公园等，让
人与自然更加亲近。

绿道的贯通，做活了浮云溪的“水文化”。在“一城一
湖一梯田”空间布局中，绿道串联起 21公里风景线的旖旎
风光，也串连起一座城的文化元素，构建了更自由、更具想
象力的特色空间，也因此成为了当地群众最满意民生工程
之一。

因地造景 矿山披绿

“我常年在杭州打拼，几年没回老家，没想到这片破败
的矿山，如今已经变成了漂亮的主题公园。”近日，47岁的
吴志强来到位于庆元城郊的城市森林公园，对这里短短几
年间的变化赞不绝口。

这座城市森林公园配备绿道，沿路种植枫树等景观树
种，让一年四季都见彩色。公园中心区域的广场上，安装
了游乐、健身设施，一到晚上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不过，在吴志强的记忆里，这里曾是庆元的一处“伤
疤”。这个被当地人唤作“老鹰岩”的地方，于 1992年开发
铅锌矿，经过开采的山体裸露出大块岩石，位于中心的矿
坑广场，就是曾经的洗矿池。“站在松源溪边，远远就能看
到这道黄色的大口子。”吴志强说，2003年，因为资源枯竭，
矿山停产废弃，但地表植被已遭彻底破坏，形成了 100 多
亩人工裸地，随之而来的是土壤污染与退化，矿渣还形成
了 2.6 万立方米的泥石填埋区，成为“悬”在周边区域的一
处安全隐患。

2004 年，这个废弃的铅锌矿场列入全省首批“百矿示
范”治理项目。此后，一场专项治理活动接续 15 年之久，
总投资超过了 4400万元。

针对废弃矿山，庆元倡导“自然引导、人工辅助”的修
复方式，通过碴土体改良、原生群落的植物营造、富集重金
属功能性植物配套造林，实现废弃矿区水土体环境的全面
修复；实施边坡治理“一坡一方案”，对废气矿山 5 个坡面
近 5 万平方米进行系统治理复绿；打通了象山塔—尾矿
库、老厂房—矿坑岙、龙珠湾等断头路⋯⋯

改造工程于 2019年底通过验收，并以无门槛、不售票
的形式开放。满眼皆是景色，空气清新宜人，是城市森林
公园带给庆元市民的直观感受。治理难度最大的矿渣区
域，也以坝加固、堆积坝顶降高、新建截洪沟和坝面排水沟
等方式实现了安全销号，如今已种上了向日葵、玉米等作
物。

“我们以自然主导推进生态修复，因地造景，因地施
策，成功实现了生态恢复、景观再造、综合开发、循环利用
的生态恢复治理与综合利用，也使这座公园成为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现实范本。”丽水市生态环境局庆元分局局长
范修亮表示，通过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庆元以生态绿道为
纽带，构筑“山”“水”“城”生态格局，展示最具辨识度、生命
力和传播力的特色景观，“是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公共服
务性的完美结合。”

■本报记者 张李杨 朱敏 程鹏鹏 见习记者 吴怡庆

大花园建设的点睛之笔
特色公园特色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