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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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丽水城区里的公园数量越来越多，
种类更加丰富，在城市中发挥的功能效应也
更加多元化。公园不再是单纯的活动场所，
更是融入城市整体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尤
其是地标公园，在为人们提供更多活动空间
的同时，也给整座城市带来了更深刻的意义。

地标公园中大片的绿地，犹如散布在城
市各个角落的绿色珍珠，不断刷新着城市的

“颜值”。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可以吸水、渗
水、蓄水的“海绵体”，改善着城市的小气候，
缓解着内涝等城市病，持续提升着城市的气
质。

公园建设不仅惠及百姓，重塑着城市形
象，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见证城市发展的升
级换挡，成为一座城市吸引人才和投资的“会
客厅”，推动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纵观世界各大城市，成熟而富有特色的
地标公园必不可少，它们已经成为城市的代
表符号。如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伦敦的
海德公园，北京的朝阳公园等。它们既是公
园，更超越了城市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旅
游”的属性，代表着一座城市的规划理念和设
计魅力。

过去公园公共空间被动的舞台化、脸谱
式、零交互展示展陈手法已经失去市场吸引
力，在沉浸式体验的全新时代，可通过全景式
的听觉、视觉、触觉等五感交互体验，使人们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愉悦感。在丽水，
与公园全方位、零距离、交互式的“亲密接
触”，也已成为现实。

江滨公园、白云国家森林公园会举办马
拉松、赛艇、轮滑等运动赛事；在“两湖”公园，
身着优雅蒂凡尼蓝的“公路咖啡车”能为游客
提供纯正的“意式浓咖”⋯⋯上一分钟还在感
受这座城市的激情与沸腾，下一秒就能自由
呼吸新鲜空气，这是住在丽水公园旁的幸福
体验。

如今，沿着公园、绿道漫步于丽水的山水
画卷中，地标公园的每一个截面都是一道独
特的风景，让人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气息，秀美
的城市风光，以及充满活力的城市经济。

赋予城市生活
更多新体验

■本报记者 沈隽

丽水市区的热门景点榜上，居前列“霸榜”的，大多是
公园。

位于城南的江滨公园，有个更接地气的民间称呼——
“防洪堤”，茶余饭后“到防洪堤走一走”，是丽水人共同的
生活习惯；每逢节假日，约上亲友、带着孩子到白云国家森
林公园、万象山公园亲近大自然，是丽水人首选的度假方
式；今年，以热闹著称的“顶流”处州公园迎来了劲敌——

“两湖”公园，凭借“爱丽丝梦游仙境”“网红黑天鹅”等吸睛
特色元素，后起之秀在线上线下同时火出圈，“一出道就是
人气王”。

南有“外滩”，北有“后花园”，东有“两湖”⋯⋯一座座
地标公园，就像展示城市魅力的个性窗口，成为城市与生
活之间最生动的连接。

城市魅力的颜值担当

“沿着游步道，从清幽台右手边向上爬，登上 45 米高
的螺旋式观景塔，可以 360°观赏森林景观，俯瞰丽水城市
全貌。在早春时节，还能看到漫山遍野的野樱花，漂亮极
了。”尽管是在寒冷的冬天，市民朱海超还是每天坚持到白
云国家森林公园跑步，他说，一边锻炼一边欣赏公园美景，
是开启一天生活最美好的方式，“在茂密的树林里，能看到
小鸟、松鼠和数不清的昆虫，这里不仅适合慢跑，更是让我
重温童年野趣的地方。”

朱海超的话，道出了无数丽水人的心声。人们来到公
园，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贴近自然，事实上，在普通人眼中，
提升丽水城市“颜值”的不是美图，更不是滤镜，而是公园
里那一抹抹动人心弦的绿、一处处独具匠心的景。

一座地标公园，就像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绿地，成为
城市生态链中至关重要的元素，是恢复生态平衡、减少环
境污染的绿肺，更是繁华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交错带。

在丽水的各个地标公园里，最不缺的就是绿色——作
为丽水城市“后花园”的白云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 2580多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 98.64％；处州公园也是昔日丽水引林
进市、打造大型城市中心绿地的重要公共休闲区域。

不久前印发的《丽水市区园林绿化品质提升三年行动
工作方案（2021-2023）》明确，到 2023年，市区公园绿地服
务半径覆盖率将超过 90%。

除了生机勃勃的植物外，同样绿意盎然的“水”也是丽
水人在公园中最乐于亲近的自然元素。在市区几个地标
公园中，最鲜明的生态本底都是“亲水性”。每到盛夏时
节，前往白云国家森林公园的丽阳坑河道里避暑戏水的市
民数不胜数，而这一山涧清泉积流成溪，自北向南流经市
区，最后汇入南明湖，也让江滨公园成为丽水人引以为豪
的“外滩”。

以水闻名的，还有处州公园热门打卡点——音乐喷
泉。而在今年建成的“两湖”公园，园内围绕寿元湖、明星
湖建设的亲水平台、游步道等亲水配套设施，也让赏湖变
成了游湖。

近年来，丽水人对公园建设的关注，已经从单体建筑
上升到对城市整体形象、颜值的考量。处州公园、“两湖”
公园、白云国家森林公园等地标，不仅赋予城市独特的气
质，更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营造了与自然亲密互动的自
由空间。

城市面貌的人文印记

如果公园只是单纯颜值高，显然很难留住丽水人的
心。实际上，每个地标公园都承载了丽水这座城市从小县
城到现代都市的蜕变，也见证着丽水人的生活变迁。

对于丽水最“老牌”的公园——万象山公园，许多丽水
人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结。可以说，在丽水 80后、90后的
成长轨迹中，万象山公园是当之无愧的“集体回忆”，几乎
每个人的童年相册里，都有着取景相同、角度相似的“公园
照”。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昔日一枝独秀的万象山公园也

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江滨公园、处州公园、“两湖”公
园等地标性公园陆续开放，不仅让市民有了更多生活选
择，也让公园不断进化为集游乐、休闲、观赏、健身于一体
的综合性城市公共空间。

2003 年，防洪堤全面开放；2006 年，横跨瓯江两岸的
紫金大桥正式通车；2009年，南明湖畔的应星楼完成重建
⋯⋯随着景点的不断密集，过去丽水城狭小、局促的框架
也得以拉伸拓展，勾勒出美丽流畅的崭新轮廓线。

如果说，江滨公园拉开了丽水“一江双城”的大格局，
那么“两湖”公园的建成开放，则是城市更新与空间区域再
利用的集中展示，见证着城市里一场提升空间品质和区域
价值的新变革。

跨街慢行天桥、特色玻璃栈桥、街角立体花园、下沉广
场⋯⋯前不久，距“两湖”公园约 300 米、投资 6083 万元的
丽水市滨水慢行系统样板段——贺家溪段项目初步设计
获批。据了解，“两湖”公园将打通滨湖慢行环线、以绿改
彩演绎林相变化，同时恢复湿地水生植被，增设林下休闲
空间，优化配套服务设施，打造集生态涵养、休闲健身、趣
味科普、城市形象展示为一体的城市森林湿地公园。

对于城市人而言，城市公园的功能之一，无疑是提供
自然缺失症的诊治，打破都市藩篱，带回自然鲜活。城市
公园作为城市发展与更新中的重要场域，不仅是城市的地
标，更是城市宜居程度的参照指标。

现在，丽水人逛公园有着普遍的感受——一方面是可
到达率更高，另外，公园景观与道路、城市景观连成一片，
与城市共生的公园与城市其他空间形成了有机结合。

都市生活的美好空间

今年的节假日，风和日丽的“两湖”公园成为丽水人最
热门的打卡地。中秋节期间，在“两湖”公园举行的“两湖
集市”吸引了 4万人次，营业额超过 90万元。

作为城市地标的公园，承载了很多人心目中舒适、健
康的理想生活。其实，在丽水这些地标公园规划建设之
时，就已经将“设计公园与人的亲密关系”“设计一种生活
方式”等纳入考量——

由于丽水的山洪具有峰高量大、持续时间却不长的特
点，防洪堤滨江景观带规划设计的古城墙保护区、城市意
象区、滨水公园区、生态景观区、少年儿童活动区五大功能
区块在无洪水期间使资源得到了最大化利用，成为和丽水
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城市公共空间；

“两湖”公园利用并保留原有园路，通过增加次级园
路，形成“两湖”整体的交通流线，串联各个景点并增设两
座人行桥以联通河道两岸的园路，使园内形成环状 4公里
慢跑体系，满足市民日常锻炼的需求⋯⋯

在丽水人的朋友圈里，生活与公园早已密不可分——
在白云国家森林公园登山或骑行，在“两湖”公园的公路
咖啡车旁啜饮或小憩，在防洪堤旁的草地区域看书或晒
太阳⋯⋯丽水人对慢生活节奏的向往和喜爱，在地标公
园的美好景致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时代变迁，人们对城市的观感在变，体验要求在变，相
应的，作为市区最大城市公共空间的地标公园也在日新月
异。不久前，总投资约 1.9 亿元的丽水水阁公园及地下停
车场提升改造项目开工建设，改造后的水阁公园将成为地
面景观秀丽、环境优雅的现代化公园。

“这次改造提升将进一步展现丽水开发区城市形象、
激发城市商业中心活力、带动周边商业体业态转型、缓解
城市停车难问题。”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改造提升项目以

“山海汇融”为设计理念，致力于打造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核
心形象公园，预计将于 2022年 10月基本完工。

公共空间不断开放的过程，也是城市不断被重新发现
的过程。这段历程，更意味着品质、功能、文化内涵等深层
次的更新与提升，但它所追求的主题永恒——让生活更加
美好。也正因为如此，丽水人对新地标公园依旧怀着无限
期待，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热切。

■本报记者 沈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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