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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沉绿湖畔起壮歌

石家庄裕西公园前身
是西郊动物园，1984 年正式
对外开放，随着城市发展的
需要，动物园搬迁至鹿泉
后 ，2006 年 改 名 为 裕 西 公
园。1984 年，在公园内的沉
绿湖畔，曾发生王德恒烈士
勇救落水儿童的故事。现
在，这里已成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1984 年 2 月 15 日，王德
恒陪父母和大哥去石家庄
市动物园游玩拍照，听到

“有人落水了”呼喊后，他立
刻扔下相机，顾不上脱去厚
厚的棉袄和大衣，与来自沈
阳机务段的浦昭枫爬上冰
层，伸手去拉正在冰窟中挣
扎的男孩。由于冰层突然
断裂，两人都掉入刺骨的冰
水中，即便如此，他们一人
托着男孩的脚，一人托着头
和腰，把孩子从水中托了起
来。此时，几十个素不相识
的人趴在冰面上，后面的人
拉住前面人的腿，连接成东
西两条“人链”，从岸边向出
事地点延伸，将男孩拉上冰
面，但是第一个跳入水中的
王德恒由于被浮冰卡住了
脖子，没能游上岸来，献出
了28岁的生命。

王德恒被中共河北省委
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河
北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
烈士。中宣部、团中央命名
西安华山、太原迎泽湖、石家
庄沉绿湖的3个见义勇为群
体为“一山两湖”英雄群体。

■南关亭台忆烽火

1963 年上映的《野火春
风斗古城》，描述的是 1943
年冬天我党地下工作者在
保 定 开 展 秘 密 斗 争 的 故
事。电影里，王心刚与王晓
棠在公园接头的一幕戏曾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彼时
春花烂漫，王晓棠与王心刚
游走于公园的亭台水榭间，
成为很多人记忆深处一个
幸福的镜头。

“电影版《野火春风斗古
城》的接头一幕，是在保定莲
池公园拍摄的，但很多人不
知道的是，小说版《野火春风
斗古城》，按照小说里的空间
方位推断，两人接头的公园
应为现在的保定市动物园。”
河北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教
授贾慧献介绍，《野火春风斗
古城》的编剧和同名小说的
作者是保定人李英儒，曾长
期在保定从事地下斗争，小
说的内容正是取材于抗战时
期他在保定开展地下斗争的
亲身经历，因此，小说中的很
多地方都能在保定找到对应
位置。

保定市动物园原名人民
公园，更多的老保定人习惯
称之为南关公园。其实，它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 100年
之前。公园始建于 1921年，
为曹锟所建，被命名为城南
公园，俗称曹锟公园。保定
解放后，逐渐发展为以饲养
展出野生动物为主的综合性
公园，1995 年正式更名为保
定市动物园。
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整理

“现在我带孙子基本就是几个公园
来回转，孩子跑得开又安全。”6月5日8
时，背上水壶、提上滑板车，家住石家庄
裕华区玫瑰湾小区的刘阿姨带着 4岁
的小孙子出门了，“今天出门早，孙子说
想去体育公园逛逛。”

如今，刘阿姨的生活和公园密
不可分——出门晚了，就去位于建
设大街塔南路交口西侧的“小公园”
转转，时间宽裕，就用小车推上孙子
去稍远一点儿的富强公园玩玩，或
是坐上三站公交，到体育公园看一
看。要是想新鲜新鲜，还可以到建设
大街民心河一带的欧韵公园瞧瞧。
刘阿姨是老石家庄人，“我们年轻那
会儿，一年能去趟公园就不错了，谁
能想到现在公园遍地开花，抬脚就
能进公园。”

当生态宜居已成为城市的共同追
求，作为城市建设专项绿化用地的公
园，已然是城市生活中日常而平凡的
一部分。

“公园是供公众游览、观赏、休
憩、开展科学文化及锻炼身体等活
动，有较完善的设施和良好的绿化环

境的公共绿地。”省住建厅原城建处
调研员、河北省风景园林学会原副会
长王庆介绍，公园按性质分，主要为
综合性公园和专类园，专类园主要指
动物园、植物园、水上公园、烈士陵
园、儿童公园、花卉园等。按规模
分，主要分为市级、区级、居住区、
小游园等。

我国修造园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商周时期，中国传统园林主要包括北
方皇家园林和南方文人园林，但在过
去的漫长岁月里，这些园林绝大多数
都是不允许普通民众进入的，只有寺
庙名胜和自然风景地是公共游览观赏
地。

“向公众开放，公众可自由游览的
园林，才是我们通俗意义上讲的‘公
园’。”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分
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
委员郑占峰介绍，河北第一处可官民
共赏随意游览的公园是位于定州的众
春园，建园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它在中
国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据了解，众春园的创建者叫韩琦，
是位深受百姓爱戴、政绩卓著的官员，

官至宋朝宰相。当时知定州的韩琦有
一种观点，“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
署之外，必有园池台榭观游之所，以通
四时之乐。”他在定州城寻找到一座早
年由中山太守李昭亮修建的园林，于
宋庆历八年 (1048 年)开始动工，筑长
堤，建门于西南角。这座园林以“潴水
为塘，广百余亩，植柳百万本，亭榭花
草之盛，冠于北陲”。韩琦取“与民同
乐，偕众同春”之意，将园子命名为“众
春园”。

古众春园位于当时的定州城内东
北隅。如今，定州市正着手重建众春
园项目，占地约1400亩。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国
现代城市公园建设、园林绿地事业的
起航。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各城
市以恢复、整理旧有公园和改造、开放
私园为主，新建少量公园。”王庆介绍，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省的公园资源比
较突出，有诸如避暑山庄、外八庙等皇
家园林以及邯郸丛台公园、张家口人
民公园、石家庄人民公园（今省会儿童
少年活动中心）等。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

改造或新建的公园，很多都被冠以“人
民公园”。

位于张家口桥西区长青路的张家
口人民公园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现在所在的公园原来是一
片荒芜空地，只是路的两旁种植着许
多垂柳，春夏秋之季，一片青色，故
起名为长青路。1925年，清水河与长
青路之间的这片荒凉空地被政府收
购，改为苗圃。1933年，察哈尔省主
席宋哲元，改苗圃为公园。”张家口
人民公园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当时，
因其地处东西太平山之间，特名曰

“太平公园”。1948年，张家口第二次
解放，公园更名为“人民公园”至
今。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的公园建
设思想起主导作用，当时苏联的公园
叫劳动文化公园，供社会主义劳动者
休憩，就是为公众服务的，受此影响，
我们的公园很多都叫‘人民公园’。”郑
占峰介绍，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生态宜
居日益成为城市的共同追求，以西方
中央公园为主导的公园思想开始对我
国城市公园建设产生影响。

在河北开展“三创

四建”活动中，城市公园

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之

一。

从原来的“一枝独

秀”到“公园拥城”，公园

早已不再是童年记忆中

的“旅游景点”，更像是

一个家门口的“后花

园”，也是城市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生态宜居已成为

城市的共同追求，城市

公园正成为体现城市发

展水平的一个窗口。当

此之际，河北的城市公

园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

生？透过公园的发展，

我们能够触摸到哪些城

市记忆？城市公园又将

赋予未来城市哪些可

能？

“现在，逛公园对人们来说是一
种休闲，当年却是一种难得的消费和
享受。”6月2日，站在石家庄长安公
园未名湖畔，63岁的长安公园管理处
退休职工潘建利心生感慨，在他身
后，大树繁盛茂密，未名湖水轻轻荡
漾，泛起微微涟漪，漫步园中，夏日
的暑气尽消。

潘建利于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长
安公园工作，当时的公园四周筑有围
墙，门口设有收费窗口，“80 年代初
长安公园的门票只有三分钱，1986年
才涨成一角，用于公园的日常管理，
一到周末，公园里游人如织。”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60多年
前，长安公园的位置是一片农田、窑
坑和墓地。长安公园于 1958 年 8 月 1
日正式开放，由中国园林 （造园） 专
业创始人、中国风景园林学界第一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汪菊渊先生带领学生
一起设计。

39 岁的蒋娜是长安公园工作人
员，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石家庄人。
在蒋娜的记忆中，小时候每次亲戚朋
友一聚会，在外边吃过饭，总要专门
来长安公园拍个合照。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石家
庄 人 家 里 大 都 有 一 张 “ 长 安 公 园
照”。虽然现在这些照片已经斑驳泛

黄，但人们对公园的记忆依然鲜活。
60多年过去了，石家庄的建筑和

道路不断向外扩展。当年处于城市边
缘的长安公园如今已经成为石家庄的
中心公园，而公园自身，也随着城市
的发展进行着内部的调整。

在潘建利看来，长安公园的布局
主要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照相、游戏等消费项
目的上马，一次是长安公园与人民广
场的打通。

潘建利退休前任职长安公园管理
处经营科，他介绍，1980年，石家庄
市政府投资 24 万元兴建了大型电动
玩具项目“电动转马”，结束了长安
公园没有电动游艺机的时代，后来，
儿童游乐项目曾有过一段高速增长
期，“有个地儿就上个小设施”。

“小时候没什么玩的地方，最盼
望的事情就是和大人一起去长安公
园。如果大人说周末去公园，这一周
保准乖得不行。”对于蒋娜来说，到
长安公园玩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之
一，蒋娜最喜欢玩的是一种有轨的脚
踏车，“轨道盘旋在公园的上空。”

“上世纪 70年代石家庄又建了平
安公园，80年代建了动物园——动物
园开业都上了 《人民日报》，整个中
山路堵得过不去，可见当时建公园是

多大的事。”郑占峰解释道，“在当
时，公园还是紧缺的资源。那时的居
住区都是单位宿舍，普通城市居民没
有地方玩，公园就成了人们游玩的必
选场所。能去公园划划船、看看花，
孩子们玩一玩，或者请亲戚朋友去公
园逛一逛，那是享受去了，因此也不
难理解公园会成为人们消费的场所。”

潘建利经历了公园儿童游乐项目
的黄金年代，也有感于公园儿童游乐
项目的日渐衰落，“现在玩的地方
多，连小卖店前面都能摆两个摇摇
车，不像原来非得来公园玩了。”随
着 1998 年清理整顿游乐项目，重新
规划界定游乐区域，曾经迅速扩张的
儿童游乐区如今退居到公园北侧一
角。

而另一个大变化就是人民广场和
长安公园的打通。

很多老石家庄人还记得，原来石
家庄人民广场的位置上是市第一工人
文化宫，2001年，以原长安公园的部
分土地与“一宫”实行土地置换后，
人民广场建成开放。2009年，公园东
侧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原机关建筑拆
除，变身塑胶跑道，公园还新建高标
准的篮球场、平整开阔的舞场，长安
公园和人民广场彻底打通。

“打通以后，形成了南场北园的

新格局，前面时尚运动，后边休闲养
生，人们在公园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场地。不仅如此，行走在公园周围的
街 道 上 ， 都 能 非 常 方 便 地 进 入 公
园。”潘建利表示，“不管是游乐区域
的规范和缩小，还是长安公园与人民
广场打通，一减一加背后，是对应人
们需求的变化，还绿于民。”

除了这些大的调整，60 多年里，
长安公园一直在改变，未名湖岸由过
去的垂直堤坝变为曲线式的叠石驳
岸，拉近了游人与水面的距离；封闭
的公园围墙改造为透空栏杆，园景与
街景融为一体……

“现在的公园数量多、等级多，
和老百姓的生活结合得越来越紧密
了，城市公园扮演的角色开始发生重
大变化。逛公园不再像‘让我们荡起
双桨’那时的节庆式游览，而是变为
日常所需。”在郑占峰看来，随着城
市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以及公园数
目的增多，老百姓使用公园的方式和
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随着
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温饱解决后有了
健身需要，公园需求由玩变为锻炼。
此外，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老年人
也有了到公园跳舞、下棋、散步的需
求，于是公园也逐渐增加了健身、娱
乐、交流等活动场地的设置。

“最大限度方便市民休闲娱乐健
身，省会又免费开放 7 个公园……省
会已成为全国大城市中公园免费开放
数量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市。”2000 年
2月19日，《河北日报》第3版刊登了这
样一条新闻。由免费开放起步，通过
拆除围墙、围栏，石家庄力推公园进入

“无墙时代”，同样在全国开了先河。
“在公园免费开放方面，我省走在

前列。”省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副主
任岳晓介绍，2007年前后，我省便基本
实现公园免费开放。

“公园免费开放能在全国走在前
列，这得益于我省公园体系的初步形
成。”郑占峰介绍，随着经济和社会的
快速发展，在世纪之交时，我省公园数
量一改几十年来的缓慢增长，“曲线突
然就昂起脖子往上涨”。

郑占峰解释，不仅是我省，在世纪
之交时，全国的公园数量都出现了大
幅度的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 1996
年实行房改，很多新居住区配建小花
园、小公园。另一方面，各地也启动了
现代公园建设大幕，以石家庄为例，
1998 年前后，民心河沿岸一下子建了
28个公园。

随着数量增多，公园的定位也开
始明确，开始分为市级、区级、居住区
级等不同等级，同时公园的服务领域
也进一步明确，有的是服务于日常生
活，有的是节假日游览。

“就这样，公园体系就基本形成
了。”郑占峰介绍，当时虽然公园数量
增多，但公园票价水涨船高，为了给广
大市民的休闲、健身、娱乐提供更为广
阔的活动空间，使市政公用设施功能
得到最大限度发挥，我省的公园免费
开放便被提上日程。

从“一园独秀”到“公园拥城”，公
园见证着大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此
后，公园也从设区市进一步向县级城
市扩展。

“以前我们县城只有一个特别小
的福至园。2004 年我上高一时，学校
边上建了一个时代广场，当时对我们
一个县城来说都是大事。”省会某事业
单位的小李是滦州市人，在小李的记
忆中，当地新建公园集中于她上大学
的 2007 年前后，“当时的公园真是一
个接一个，时代广场建成后旁边又建
了文化广场，紧接着又建了中山公园、
滦州植物园，后来城南又有了森林公
园……”

滦州市公园的发展只是我省县城
公园建设的缩影。

2008年，按照“所有县城和重点镇
至少要建成一个较高标准的公园”的
总体要求，我省县城公园建设全面启
动。提出从2008年起到2010年，全省
所有县城将谋划建设 10 公顷以上的
综合性公园191个。

随着城市公园体系的不断完善，

现在，城市公园建设从补短板进入全
面优化阶段。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现在，一个
个或古朴、或现代风格的“口袋公园”，
正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

如今的城市公园建设既有越来越
多“小”的贴心，又不乏“大”的提升。

亭 台 楼 阁 、流 水 翠 竹 、黛 瓦 粉
墙 …… 从高铁邢台东站往邢台中心
城区方向走出不远，一座大型山水园
林映入眼帘。这就是在采煤塌陷区新
建的邢台园博园。2019 年 8 月 28 日，
河北省第三届（邢台）园林博览会在这
里拉开帷幕。这座面积 308 公顷，建
有城市展园13个，现代建筑展馆4个，
江南古典园林7个，特色展园、游园16
个，景观桥 22座的园区被中国工程院
院士孟兆祯引用中国园林追求的境界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予以评价。
自 2016 年我省首届园林博览会

举行，我省园林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三
届，如今，第四届园林博览会在邯郸紧
锣密鼓地筹办。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被举世公认
为世界园林之母，世界艺术之奇观，人
类文明的重要遗产。”郑占峰介绍，中
国传统园林，最讲究形神兼备。一段
时期，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园林的
发展偏重于量的积累，一定程度上忽
略了园林的本质，园博园就是中国传
统园林发展理念在城市公园打造中的

回归，并借此带动城市公园整体水平
的提升，“要做好城市的山水文章，反
映城市自然风貌和城市气质，建设有
风景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的风景价
值和游憩价值，改善城市生态，改善居
民健康。”

“从原来孤立地做公园到现在成
体系地建公园，如今的城市公园不仅
大中小相结合，功能上综合性和专类
相结合，也在追求自然之美和艺术之
美相结合，从建设‘城市公园’，到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公园城市’理念，我们
迎来城市公园体系不断完善、城市园
林绿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而这也
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岳晓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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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游客在长
安公园赏花。

蒋娜供图

2005年9月，长安公园的
孔雀造型摆花。 蒋娜供图

曾经的长安公园东门曾经的长安公园东门。。 蒋娜供图蒋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