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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袁伟华

4 月 5 日，清明小长假第一天，石家庄
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涌出主城区，直奔城北
的太平河而来。在这里，春意更浓。

全长 29.8 公里的太平河绿道上游人
如织。人们在成排的柳树、碧桃、海棠前
驻足。全副武装的骑行者，在彩色沥青铺
就的骑行道上飞驰。

“多年前，太平河还是石家庄西北部
一处荒草丛生的河滩，如今，这里已经成
为市民亲近自然、游憩健身、绿色出行的
绝佳场所。”石家庄市园林局副调研员田
利颖说，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绿
道正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同一天，出来踏青的邢台市民在七里
河健身绿道中的休闲驿站小憩。喜欢长
跑的人们，偶尔也会停下脚步，进入步道
上设置的健康测试小屋，进行人体成分、
骨密度、握力及柔韧性等多个检测。

“绿道是以自然要素为依托，串联城
乡游憩、休闲等绿色开敞空间，以游憩、健
身为主，兼具市民绿色出行和生物迁徙等

功能的廊道。”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人
士介绍，2011 年我省启动绿道绿廊建设，
并将绿道绿廊建设纳入省级园林城市（县
城、城区、城镇）创建要求。最近五年，我
省绿道绿廊年均增长 300 公里，总长已达
到3000公里。

这张由 3000 公里绿道构成的“网”串
起了什么？

城市的规划建设，究竟是钢筋混凝土
森林，还是自然景观与人造建筑有机结合
的绿色生态系统？

在田利颖看来，绿道建设，是对传统
园林绿化理念的深化与升级。

在传统城市园林绿化思想主导下，城
市并非没有绿色。然而，以绿化带、公园
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绿化，更多的是一种点
和面的存在。绿色与城市被小心翼翼地
用有形或无形的墙隔离开来，绿化带也难

以从整体上改善城市环境。
在城市中建设绿道，就是把点和面的

绿色升级为网状的绿色，让互联互通、开
放共享成为绿道的主要特征。绿道不仅
是一条路一根线，更应该是一张网。

“绿道是将城市自然山水和人文景
观等串在一起的绿色动脉。”石家庄市
园林局规划指导处高级工程师陈素花
说，石家庄市的绿道建设理念和特点是
因地制宜，体现在绿道建设合理利用现
状 条 件 ，减 少 对 原 有 环 境 的 干 扰 和 影
响，避免大拆大建，并与周边环境衔接
和协调。

石家庄市的太平河绿道和滹沱河绿
道都是依托水系，两边绿地内建设绿道，
绿道顺着河道的走向自然蜿蜒展开，不改
变原来水系景观的原有风貌。

而在邢台，七里河绿道利用原有滩

地 建 成 多 处 沙 滩 游 园 和
休闲栈道，增强亲水、戏水体验，
同时充分融入文化元素，沿线建设了邢
襄文化长廊、健康科普长廊和国学经典
长廊。

在邯郸广平，环城绿道以环县城水系
为依托，在河道两侧建设绿道，打造滨水
景观，实现环形绿地布局，将城区内公园、
游园进行有机串联，形成了线形绿色游憩
空间和健身休闲慢行系统。沿线建成“辘
轳明沙”等 8 个体现广平历史文化特色的
景观节点，使群众在游览美景的同时体会
当地传统历史文化。

田利颖认为，这些集休闲、健身、文
化、游憩于一体的综合性绿道，不仅串联
起了城市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还串联起
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绿色生活方式，更
在一定程度上串联起了城乡融合。

“北方地区的城市绿道建设有自己
的制约条件，你会发现我们大部分绿道
都是依托水系建成的。河北内陆城市水
系不如南方发达，我们的自然条件受一
些限制。”作为园林专家，田利颖对绿道
建设有更多思考，“但最大的难题，全国
面临的共性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
何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规划出更多绿道
空间。”

在石家庄，太平河绿道单侧绿化带
宽度都在 50 米以上，有的甚至达百米以
上 ，滹 沱 河 绿 道 单 侧 绿 化 带 宽 度 达 到
300-500 米，大面积的绿地充分发挥了
固氮和净化空气的生态效益，同时有效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并为生物提供栖息
地及迁徙廊道。

田利颖表示，城市绿道建设绝不是
一个孤立、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它不仅

要置于一个开放系统，充分考虑到市民
生活单元与绿道之间的关系，还要非常
注意日常的维护、管理。绿道的建成总
长度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城市来说，更需
要看重的是建设的初衷和效果。

而在市区内，绿道建设大部分都是
结合公园、游园、绿化带等各类绿色开敞
空间和重要自然与人文节点而建。

“从城区向社区、县（市）级绿道发
展，城区绿道与各级城乡绿道相衔接，形
成网络，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田利颖说。

采访中业内专家举例说，在上海，按
照《上海绿道专项规划》，“十三五”时期，
上海绿道规划建设总量为 1000 公里，
2019 年，绿道建设连续第三年被列入市
政府实事项目，将再新建 200公里。《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则明确，
到2035年，上海将建设2000公里绿道。

在“寸土寸金、高密集度”的上海建
设绿道，面临的协调工作要更加复杂。
而这些问题，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来
解决。

上海在绿道规划建设中，也积累了
很多经验，包括尽量利用现有绿化资源，
优先在绿量充足、绿视率高的公园绿地
中选址，营造兼具“绿化、彩化、珍贵化、
效益化”的优良绿廊系统，突出本土化、
生态性；道路贯通也最大程度利用原有
道路系统；在设置厕所、座椅、照明等配
套服务设施时，尽量使用周边已有设施，
减少占用绿化面积；在绿色资源不宜穿
行或生态敏感地带，则采用借道、缩减路
幅宽度等方法构建绿道系统。

这些绿道建设的经验，充分体现了
上海城市建设一贯的特点：精细、缜密、

创新、务实，用一句老话说，就是一定要
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印发的《2019
年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工作要点》和《河
北省城市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专项实施
方案》中，明确要求：建设功能完善、串联
成网的绿道绿廊体系，将绿道绿廊建设
作为要点工作，每年大力推进。

陈素花介绍，今年石家庄市将新建
27 公里景观绿道，提高环城水系通达
性。由于各地城市在自然禀赋、历史、财
力及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有巨大差异，
城市绿道建设在建设目标包括绿道长度
上，很难强求一致，也不一定都有可比
性。但是在绿道建设规划、质量、管理、
维护上，不仅可以比，还要力争上游。

石家庄市滹沱河、太平河绿道，邢台市七里河绿道，广平县环城绿道⋯⋯春意正浓时节，一条条

城市绿道构成了别样的美丽风景，成为城市的亮丽名片。

近五年来，我省绿道绿廊年均增长300公里，总长达到3000公里。绿道建设串联城市自然山水

人文，服务百姓休闲游憩健身，促进绿色发展，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诸多城镇，因为绿道建设，正呈现出新的气象。

城市绿道，怎样不断延伸
把点和面升级为网

如何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城市建设理念再升级

阅读提示

各地在绿道建设中，存在一定误区。
比如，有些人把绿道建设理解为“铺上透水路

面，两旁栽花种草”。这样的理解，显然狭隘片面了。
“绿道”理念最早产生自美国。在《美国绿道》

中，查理斯·莱托给绿道的定义是：绿道就是沿着诸
如河滨、溪谷、山脊线等自然走廊，或是沿着诸如用
作游憩活动的废弃铁路线、沟渠、风景道路等人工走
廊所建立的线形开敞空间，包括所有可供行人和骑
车者进入的自然景观线路和人工景观线路。

在这个定义中，重点是“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入
的自然或人工景观线路”，背后是对城市生态的保护
和改善。

可以说，在落实生态文明思想过程中，一些城市
探索了很好的经验。

在南京，当地把绿道融入海绵城市建设。南京
市绿道路面材质选用透水混凝土等透水材料，两侧
绿化中还因地制宜推广引入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
等海绵措施，采用微地形建设、水生植物净化、雨水
利用等众多工艺做法，增加雨水资源利用率。

不少城市还在绿道延伸到的地方全面实施黑臭
水体整治和山体生态修复，全面清理排放废气企业，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一些城市通过绿道建设，
沿途水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地质灾害被消除，山
体创面恢复葱绿，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可见，绿道建设延伸的不仅是绿色活动空间，更
是绿色发展理念的体现。

浙江嘉兴在环城绿道开展“跑步+捡垃圾+分
类”活动；广东江门组织百余名骑行爱好者沿滨
江绿道一路宣传节约用水理念；武汉东湖绿道的
建设者组织百人快闪和迷你马拉松活动，倡导
健康生活和绿色发展⋯⋯绿道成为宣传倡导绿
色出行、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绿色消费等生活
新风尚的天然载体。

绿道也成为城乡融合之路。绿道网是很多省
域大景区、大花园的“毛细血管”，打通了区域之
间、城乡之间的生态廊道。多地通过绿道建设，推

动了基础设施向郊区和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
盖、城市文明向农村传播，加快了城乡融合发展步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道更铺就致富小康
之路。绿道在浙江已经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增长
极，千岛湖绿道推动沿线各乡镇文旅融合步伐，目前
沿线全年接待游客17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近200亿元。 文/记者 袁伟华

不仅仅是空间，
更是一种理念

邢台市七里河绿道远景。
邢台市城管局供图

快 评

“石家庄行政区划调整之后，我们正
在进行新一轮的规划修编。在这个过程
中，包括绿道建设规划等专项规划正在科
学谋划中。”陈素花告诉记者，从一定意义
上说，绿道建设是城市建设绿色生态理念
的再次升级。

由于早期规划的欠缺和短视，一些城
市在建设绿道时难免会遇到困难。空间
捉襟见肘，功能定位不清，观念理念保守，
都可能影响绿道的最终效果。这都需要
城市未来规划建设中，要割舍利益，为绿
色民生让路。

随着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增强，绿色
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民生。绿道网充分
发挥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功能，有效缓

解城市“热岛效应”。关心身边的环境，就
是关心自己的健康和未来。城市规划者、
管理者有责任和义务满足居民的绿色需
求，提高绿色民生指数。

建设城市绿道，是对城市未来发展的
造血过程。从短时间看，修建绿道可能意
味着牺牲一部分建设空间，消耗一定公共
资金。然而，一座城市的发展潜力，不仅
要看账本上的数字，还越来越取决于生态
环境的友好程度，绿道为城市环境升级再
造埋下伏笔。

在陈素花看来，在城市中建设绿道，
就是把点和面的绿色升级为网状的绿色，
让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成为绿道的主要特
征。

在城市绿道的规划中，业内专家尤其
看重分享的理念。

比如在武汉江滩和上海黄浦江，绿道
建设无一例外提到了“还江岸江滩于民”
理念。

“一个‘还’字意义深远。”专家认为，
这是城市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在空间上的
体现。当码头、企业为民生发展让步，经
济指标为幸福指数让路，也意味着城市规
划者逐渐意识到：城市的主体归根到底是
人，生产之外，还有生活；忙碌之外，还需
休憩；建设之外，也需留白。

“城市绿道不仅仅是一条路，它也是
城市规划的‘思路’。”业内专家表示，在发
展中能看得见具体的人，满足他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这是城市规划的进步。

市民在石家庄市太平河绿道内骑行。
石家庄市园林局供图

（上接第一版）两年见果，三年丰产，孰料项目刚一起步便
意外辞世。杨双奎接下了这个任务，但下一步咋搞？李
老师没交代。在李保国技术团队和村民共同支持下，他
一心一意投入其中，终于等到果树发新枝，枝上开了花。
这意味着建园初步成功。

2018 年 10 月 31 日，省科技厅组织专家组来到岗底
村，对杨双奎重茬大树苗建园的试验田进行检测：1.6亩苹
果园，230 棵果树，亩产 2881.1 公斤，亩收入 23048.8 元。
专家组成员之一、河北工程大学果树专家程福厚说，重茬
大树苗建园模式的成功，改写了老果树改造更新靠轮作的
历史，将对全省林果业发展、果农增收产生重要作用。

当天下午，杨双奎摘了一兜红彤彤的大苹果，来到
李保国的墓地前。“李老师，今天专家来测试了，咱们的
老果园改造成功了！”杨双奎哽咽着说，“我记着您的话
呢，一定把这项技术义务传授给更多的人！”

今年，仅岗底村就有 37 户果农采用了这项技术，很
多外地果农也来学习。一个又一个老果园焕发新生机。
4月1日，记者在岗底采访时，恰好遇到李保国的爱人、河
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这一次，她带着学生在岗底
村住了好几天，每天都在山上和果农研究分析果树生长
情况。她说，现在来看，重茬大树苗建园的完成情况，比
李保国当初预想的还要好。

3 年来，在凤凰岭，总有人到李保国墓地前凭吊，留
下鲜花、苹果。

截至2018年，岗底村带动太行山区周围种植苹果面
积达5.8万亩，辐射石家庄、邢台、邯郸、承德等市14个乡
镇 369 个行政村，帮助 2 万多果农人均年增收 2700 元
以上。

2018 年，岗底村民人均收入 4.3 万元，离 2020 年实
现人均收入 5 万元的梦想更近了。杨双牛说，岗底人要
把更多的荒川打造成金川银川，把更多的荒坡打造成金
坡银坡，他们要让李保国教授在高高的山岗上，见证一座
座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奇迹。

苹果花开凤凰岭历史文化可感可知 百姓家园可商可居
（上接第一版）甚至可能同质化建设，会
造成古城‘个性’衰减。”负责正定古城墙
保护工作的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所高级
工程师郭建永，当时也有同样的担忧。
他深知，随着古城镇旅游升温，不少地区
因缺乏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深度了解，盲
目进行同质化包装，建筑风格雷同现象
频出。

“针对争议，正定县坚持把古城保护
风貌恢复提升与文物保护传承弘扬历史
文化紧密结合，提出以现状整修和遗址保
护展示为主，整体修复为辅的古城墙保护
工作总基调。”郭建永说。

遵循“原真性、完整性”原则，他们成
立了勘测组、文献组、数据采集组和制图
组，用两年多时间，成功实现了南门城门
系统历史信息的真实传递。

同时，对 9 处国保和 6 处省保文物全
部制定科学详尽的保护规划和修缮方案，
相继实施古城墙保护、隆兴寺摩尼殿明代
壁画修复等文物保护重点工程，延续开展
隆兴寺文物库房建设工程，完成第六批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

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
用、加强管理”工作方针，正定县逐步建立
健全古城保护领域管理、协调、监督机构，
理顺保障规划，刚性执行体制机制。他们
研究出台了《石家庄正定古城保护管理办
法》，使古城保护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步入
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让文物露出来、活起来。如今，正定
县的 24 个古城保护重点工程建设已完成
19 项，隆兴寺周边环境整治、乒乓球训练
基地改造提升、荣国府周边环境提升、阳
和楼复建、南城墙修缮、临济寺和广惠寺
片区整治等一大批古城保护工程完工，文

化遗产和文物古迹正在以鲜活生动的姿
态走进人们生活。

刚性约束，把握商业开发尺
度，让古城美起来

近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做客
正定时说：“什么叫文化遗产保护好了？
对于游客来说，他们到这里来，来了不想
走，走了还想来，才叫文化遗产保护好
了。正定做到了。”

“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许多城市现
代建筑拔地而起，历史建筑就被淹没了。”
正定县文保所副所长崔伟丽说，正定在城
市发展过程中，却是今古并存，以古托
今。确切说是修旧如旧，重现文物风采；
循古向新，提升城市品位。

面向中轴线，人们依次看到广惠寺华
塔、临济寺澄灵塔，远处是开元寺须弥塔，
塔边上的钟楼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唐代钟
楼⋯⋯“眼前的一切，得益于我们的古城
风貌保护恢复工程，这些‘国宝’的轮廓才
从杂乱民居中凸显出来，获得了应有的

‘尊严’。”
坚持古新融合、城乡融合、产城融合，

着力打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定按照
高标准编制《正定县（正定新区）总体规划
及古城风貌恢复提升规划与实施》等多项
规划，严格控制文物保护范围及建控地带
内的建设，确保建筑高度、体量、风格、色
彩与古城风貌和谐统一，将文化遗产的协
调共生寓于城市建设、城镇化进程及乡村
振兴之中。

还文物以尊严，还城市以空间，还游
客以方便。正定围绕城市“利民、惠民、为
民”的宗旨，2017年以来启动了和谐拆迁，
完成 16 个片区、1750 户居民动迁，面积
16.3 万平方米，拆除与古城风貌严重不符
的建筑 7 万余平方米，有力廓清了古城空
间视廊，最大限度为古城腾出公共空间。
另一方面，加大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最
大程度惠及百姓民生。推进机关单位拆
掉围墙，建设了免费停车场，并在景点周
边、公园广场和城区部分客流量较大区域
加装座椅290套、置物桌200个，所有机关
单位和景区周边均加设了直饮水机，常年
免费为游客提供热水。

正定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敏说，
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正定
县充分保护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未出
现把古镇街道当成大卖场、无特色旅游
商品泛滥、古城镇商业气息日渐浓烈等
现象，使历史文化可感可知，提高了古城
吸引力。

突出特色，挖掘历史文化积
淀，让古韵浓起来

正定常山战鼓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被誉为“战鼓之乡”的东杨庄
村，不分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能敲上
几段。

国家级非遗项目常山战鼓代表性传
承人张书社，把常山战鼓从村里敲进了学
校，使这项非遗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并走
上文化产业化的路子。“现在还承接一些

演出活动，有本市的，还有外地的！”张书
社的手机响不停。

延续历史文脉，展示古城意蕴。“我们
组成专业团队研究历史文化价值内涵，开
展名胜名人研究和撰志工作，编印了《古
圃》等书籍，并深入研究名胜、遗址、民俗、
饮食等地域特色文化，完成了 57 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正定县文化广
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左霄梦说，他们明确
提出了“以传承促保护”的工作思路，对民
间工艺、传统艺术等非遗实施“活态”保
护，并推动了常山战鼓等一大批非遗项
目走上产业化之路，推动产品结构由观
光为主向观光、体验、消费复合式构成转
变，带动餐饮、住宿、商品销售等第三产
业发展。

“把文化、时尚、美的元素植入古城的
每一个角落，我们成功策划举办了‘千年
古韵历史文化旅游节’‘荣国府四月赏花
节’‘隆兴寺庆端午赏民俗’和大型实景演
出《正定记忆》等系列活动。”左霄梦说，这
些留得住的文化艺术品牌节目，让正定基
本做到了天天有演出，周周有比赛。尤其
是 2019 年春节期间，正定电子烟花展演、
非遗项目巡游、动漫表演秀等40余项异彩
纷呈的文化活动，为广大游客“烹制”出一
道道文化大餐。

秉持科学的古城保护理念，坚定展
示文化自信，正定县正在逐步构建保护
发展科学化、传承弘扬系统化、文化空
间生态化、特色项目品牌化、产业融合
常态化、展示共享智慧化的古城保护格
局，使城市记忆可见可触、历史文化可
感 可 知、百 姓 家 园 可 商 可 居 。“ 古 城 古
韵，自在正定”这张城市旅游名片变得
更加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