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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 由城外而窗外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任斐 通讯员 刘锡明 周链 王鹏飞

32年前，滨州市城区的公园还只是一个点。1986年9月30日，城区第一个公园
蒲园开园，三天时间接待游客十万余人次。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蒲园一直是
滨州最具标志性的景点。

32年间，滨州市委、市政府从市民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自身公共环境服务职
能，留足城市空间，选择城区黄金地段为市民建设公园，将河流、湖泊有机融入公园
建设中以形成城市特色，现已逐渐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城市公园体系。

如今，滨州市城区拥有各类公园绿地80余处。一个个城市公园不仅打造出“城
在园中、园在城中、碧水绿荫、宜居舒适”的城市环境，更丰富了市民生活，增强了城
市竞争力和影响力，带来城市品位和档次的大幅提升。

城市公园，已然成为滨州市民窗外的风景。

在美国景观设计学的奠基人奥
姆斯特德看来，每一处自然环境都有
其生态的和灵性的特质，他称之为

“那里的精灵”。2000年撤地设市以
后，滨州以水资源激活扮靓了城市，
在规划建设城市公园时，也更加尊重
自然环境的生态特质，对自然形成的
水面进行控制和保护，形成城市特
色。

滨州的城市公园，愈发尊重，并
且接近“那里的精灵”。

“滨州倚黄河而建，又地处平原
地区，地势比较洼。西区在建设之
前，现状地貌有比较多的坑塘、水
沟。”市规划局副局长、规划设计研究
院院长曲秀峰向记者介绍，城市的发
展和自然环境是相互依赖的，在西区
建设中，滨州并没有盲目地填平坑
塘，破坏原有的自然生态本底，而是
顺应和尊重自然面貌，以水为脉修建
了多个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让城市
建设和生态自然更加合拍。

2005 年，“四环五海”建设初具
规模，构筑了新型的城市大环境生态
绿地。“四环五海”全部建成后，仅“五
海”水体面积即达841.79公顷，绿化
面积达942.65公顷，不仅成为市民休
闲、游憩的好去处，更为城市创造了
自然、生态、优美的大环境空间。

2007年，《滨州市七十二湖景观
工程设计方案（72湖）》编制完成，该
规划同样充分依托城区现状地貌，对
30 亩以上的水面进行了排查摸底，
并尽量予以保留、改造和提升。“在规

划选址上，72 湖大多都靠近居民小
区，就是为市民打造最近距离、以水
为主体的景观空间。”曲秀峰说。

除了保护和改造城区点状分布
的各个水面，对于呈带状穿城而过的
河流，同样进行了改造提升。2003
年，新立河绿化带开工建设，为新立
河两岸各增添了百余米宽的绿化苗
木，呈现出绿浓水韵的景致。自
2012 年起，秦皇河分三期实施了全
面治理改造，由南至北依次规划建设
了沙洲湿地、郊野公园、河畔居城、田
园故居四大景观区，打造出一条纵贯
城市南北的全开放式景观轴线，更在
城区之中为市民增添一处亲近自然、
尽享慢生活的休闲好去处。

以“四环五海”为骨架，目前，滨
州城区已经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
城市公园体系，建成各类公园 80 余
处。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滨州的城市
公园在修建时对于自然的尊重和顺
应，对于水系的保护和控制，正符合
如今各地推广的海绵城市的建设理
念。

散落在滨州城区的一个个城市
公园，拥有丰富的水体或绿地，而这
正是建设海绵城市所必不可缺的天
然“海绵体”。各个公园的大片水体、
绿地能够实现雨水的自然渗透、蓄
存、净化和排放，从而使城市具备了

“海绵”的功能，在雨季调蓄雨水，在
旱季补充水源，更能涵养水资源、改
善微气候，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滨州城市公园建设尊重自
然生态并体现灵性，将河流、湖
泊有机融入公园建设，超前实践

“海绵城市”理念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公园绝
不仅是一块公用空地这么简单。各
类建筑、公共设施是城市公园的构成
要素，然而相比较这些物质要素而
言，市民的参与却展现出了公园的精
神要素，让公园变得富有朝气。

城市公园需要有人参与其中，市
民能在城市公园内进行各项活动，这
才是一个公园具有生机与活力的核
心要素。而能够吸引市民参与的城
市公园，必须具备完善的各类公共设
施和社会功能，满足市民的需求。

滨州的城市公园，是市民乐于参
与其中的，是具有生命力的。

在选址布局上，滨州的城市公园
充分考虑了街头游园的服务半径要
求，让市民不用走太远即能到达一处
街头游园。依据2010年编制完成的

《滨州市一百零八园选址方案（108
园）》，滨州在城区 44 处已建成的街
头游园的基础上，新规划 64 处园区
选址，使城区街头游园服务半径达到
300 米至 500 米，真正把街头游园修
建在了市民的家门口，充分满足市民
的休闲生活需要。截至 2017 年底，
我市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服务半径
覆盖率达82.0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 19.42 平方米，超出国家园林城市
的指标要求。分布在城区各处的公
园，已经成为市民窗外的风景。

除了做活水和自然生态的文章，
滨州的城市公园还注重打造人文景
观优势，将自然、环境、文化相互渗
透，使街头游园更加贴近市民生活。
位于渤海十一路黄河五路西北角的
剪纸广场，以体现我市地方民俗的剪
纸文化为主题；位于渤海十一路、黄
河二路至黄河五路的五岳广场，则修
建有龙柱、十三棍僧雕塑、假山等，突
出的是五岳文化；位于黄河八路渤海
八路西南角的金融广场，建有古代钱
币样式的雕塑，让来游玩的市民能够
了解古代钱币的知识……这些文化
内涵丰富的街头游园，给市民提供了
独特的游览体验，让市民更好地参与
其中。

近年来，滨州还不断对已建成的
公园实施提升改造，进一步增强市民

的参与性。自 2014 年起，分两期对
新立河绿化带进行了提升改造，在绿
化苗木中合理规划布置骑行道、步行
道和空间节点，让市民可以在延蜿蜒
曲折的路线上尽享林下骑行、漫步的
乐趣。

当然，除了满足市民需求之外，
滨州的城市公园在美化城市景观、改
善人居环境等方面，同样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

滨州城区各个公园的植物种类
十分丰富，在配置上多采用乔木、常
绿树、灌木、各种植物造型以及地被
植物相结合的方式，绿化景观的层次
感和艺术感都很强，呈现出三季有
花、四季常青的景观效果。而在美化
环境的同时，公园中丰富的植物还能
够吸尘降噪、净化空气、保持水分、调
节温度和湿度，兼具生态的功能，也
为市民营造出更加舒适的生活和休
闲环境。

不断优化的城市环境是重要的
资源，是生产力，更是竞争力。一个
个城市公园的建成，使滨州打造出

“城在园中、园在城中、碧水绿荫、宜
居舒适”的城市环境，更营造了一个
良好的营商环境，助力我市形成投资
的“洼地”、创业的“高地”，助力我市
聚集人气、聚集资金、聚集技术，吸引
更多的投资者和人才来滨州，助力滨
州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些年我去过南方不少城市旅
游，但在我看在，这些城市远不如滨
州。”家住黄河家园二区的市民张兴
云说，“滨州城区的公园多，绿化好，
环境美，人生活得舒适，越来越幸福
了！”拥有众多城市公园的滨州，已然
成为一个拥有清新、优美、健康、舒适
的人居环境的城市，取得了城市品位
和档次的大幅提升，更增强了市民对
城市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32年前，滨州城区的公园是一个
点，市民要赶到蒲园去逛公园；如今，
滨州城区处处是公园，公园已成为滨
州市民窗外的风景。

城市公园，正在引领滨州城市人
居的新梦想。

市民参与赋予城市公园以生
命，城市公园不仅丰富市民生
活，更美化城市景观、改善人居
环境、增强城市竞争力

今年70岁的李建国，退休前是
滨州日报社的摄影记者。自 1978
年从事专业摄影工作至今，李建国
拍摄了十万余张照片，积累了大量
关于滨州各方面的珍贵图片，更记
录了滨州历史上的许多个第一次。

这其中，就包括滨州市城区的
一个公园——蒲园的开园。《惠民
大众》（《滨州日报》前身）1986年10
月 4 日刊文报道，“九月三十日上
午，滨州市隆重举行‘蒲园’开园剪
彩仪式”，“八时三十分，二十一尊
礼炮冲天而响”，蒲园于当天正式
开园。

蒲园开园当天，李建国到现场
拍摄并记录了当时的盛况。他回
忆说，“蒲园当时的修建标准是很
高的——一进蒲园大门，有一座假
山，形成几处景观；儿童乐园有电
动自控飞机、游龙戏水、动物狂欢
等游乐设施；公园建有旱冰场，开
园仪式上请来青岛业余滑冰队表
演了花样滑冰；园内还修建了水
池、亭榭等，栽种了丰富的植物，景
致非常优美。”

李建国说，儿童乐园里的各种
游乐设施，之前在滨州都没有见
过，特别受孩子欢迎，家长们都带
着孩子排队买票等着玩。李建国
也按动快门，拍摄了游客乘坐自控
飞机的照片，并刊发在 1986 年 10
月4日《惠民大众》的一版。

当然，蒲园吸引的不仅是孩
子。开园当天，李建国还拍摄了一
张照片，一个穿白色衬衣的中年汉

子，用三轮车推着自己的老娘来逛
蒲园。“开园那天，可以说是全滨州
轰动，男女老幼都争着来逛蒲园。”
李建国说，蒲园向北有一座大坝，
那天去逛蒲园的市民从大坝北边
一直排到蒲园门口，他站在大坝上
往南北两侧看，密密麻麻的全都是
人，说人山人海一点也不为过。

《惠民大众》同天刊文报道，
“在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日的三天
时间里，蒲园接待游客十万多人
次。”一个公园的开园之所以能引
起全市轰动，这与蒲园“城区第一
个公园”的身份有关。

1986 年，滨州城区面积仅有
11.6平方公里，城市仍在发展建设
之中，在蒲园之前城区并没有公
园。

“当时，滨州人要想逛公园，都
跑到淄博去逛张店公园。”李建国
告诉记者，当时的交通和出行条件
有限，从滨州坐车赶到张店公园就
得用上两三个小时；要在公园里玩
完了再赶回来，起码得搭上一天的
工夫。

有市民想在滨州城区就近找
个公共空间转转玩玩，烈士陵园成
了他们的无奈之选。“烈士陵园向
公众开放，里面有广场，铺了水泥
路，修了小亭子，种了树，不少人觉
得在那里面转转也挺好。”李建国
说。就这样，“烈士陵园谈恋爱”成
了当时滨州人颇为无奈的调侃。

然而调侃背后，反映的是滨州
市民对于修建一处能够供人们休

闲、娱乐、交往的公共空间的渴
望。蒲园的建设，正完善了滨州的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满足了当时市
民的迫切需求，并引起了不小的反
响。

“人们都觉得，蒲园的建成是
件值得滨州人骄傲的事情，咱滨州
也有公园了！”李建国说，在当时，
蒲园就是滨州的标志性景点，每逢
周末假日，滨州市民都要到蒲园逛
逛；在外地工作的滨州人回到滨
州，不忘到蒲园逛逛；在滨州工作
的外地人老家来了亲戚，也要领到
蒲园逛逛。

开园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蒲
园一直是李建国镜头里的主角。

蒲园里的第一台冰激凌机，第一个
旱冰场，第一座假山，第一部游乐
设施，都激发了李建国无限的拍摄
灵感。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滨州的
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城区建成
了第二个，第三个，直至现在的 80
余处公园，李建国反而对公园拍得
少了。

“蒲园拍得多，是因为这是城
区的第一个公园，让人觉得新奇。
现在，城区处处是公园，公园再不
是个新鲜的事物了，走到哪儿都能
见到，我就不想拍了。”李建国向记
者感慨，“如今，我就生活在公园
中！”

1986年9月30日城区第一个公园蒲园开园，“烈士陵园谈恋
爱”的无奈调侃成为历史

城市公园，顾名思义，是指建
设于城市之中，供城市市民休闲、
娱乐或其他之用的公共用地。早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阿尔伯
蒂首次提出建设用于市民娱乐及
休闲的城市公园。1843年，英国利
物浦市建造了伯肯海德公园，并供
民众免费使用，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城市公园就此诞生。

城市公园是城市生活中最普
遍的公共空间之一，而建设城市公
园，是政府提供公共环境服务，履
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项重要内
容。尽管滨州城市建设发展底子
薄、起步晚，但市委、市政府在抓经
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强化自身公共
服务的职能，留足城市空间、选择
城区黄金地段为市民建设公园。

《惠民大众》1987年2月7日刊
文：“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市委、市政
府（原县级滨州市，编者注）在抓城
建的同时，重视全市绿化美化工
作”，不断加强城区基础设施和环境
建设，积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为市
民提供更加舒适的工作、生活环
境。1986年，蒲园建成启用，结束了
城区没有公园的历史。截至 1987
年初，“已栽种各类花卉四十二万
株，修建花坛九万三千一百八十三
平方米，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

随着滨州城市建设的逐步推
进，城区的一些村庄开始拆迁。自上
世纪80年代末起，樊家开始拆迁，面
对拆迁过后的部分空闲地块，滨州地
委、行署决定将其和周围的杨树林等
统一规划设计，再为城区建设一处公
园，满足市民的需求。

“1991年5月，颐园开始动工兴
建，并于 1992 年 10 月建成开放。”
市城管执法局园林处副主任燕文
革说。燕文革从事园林绿化工作
已有33年，他既是城区公园建设的
参与者，更是见证者和亲历者。燕
文革告诉记者，尽管颐园占地面积
只有30亩，但整体布局精巧，建筑
风格古朴典雅，并建有一处园中

园，园内集山、水、厅、阁、草地于一
体，颇具江南园林的情调。

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一些大
城市在城市绿地建设方面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而在1998年之前，滨
州城区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绿地
广场。面对城市发展的迫切需要
和市民的强烈呼声，滨州地委、行
署选定了黄河四路、渤海七路路口
东北角这一市中心的黄金地段来
建设绿地广场。

虽然黄金地段寸土寸金，但在
滨州地委、行署领导班子来看，该
地块用于建设绿地广场，改善城市
公共环境让市民受益，无疑价值更
大。1998年8月30日，这一绿地一
期工程全面完工，由此结束了滨州
无绿地广场的历史。开阔、敞亮的
绿地广场建成之后，立即成了城区
人气最旺的地方。

“2000年，滨州撤地设市，随着
西区建设的启动，滨州城市建设进入
跨越发展的时期，城市公园及园林绿
化工作也迎来了大建设的机遇。”燕

文革介绍，2003年底，“四环五海”工
程一期建设完工，该工程在搭建起现
代滨州城市大框架的同时，更修建了
环城景点、林带以及多个城市公共空
间，形成“四环五海”的景观构架。自
2003年起，新滨公园、文化广场等多
处游园广场开工建设，西区的公共环
境设施配套更加完善。

西区建设如火如荼，滨州市
委、市政府同时积极提升改善老城
区环境面貌。2006年，滨州启动省
级园林城市创建工作，统筹新老城
区绿化工作发展，其中在老城区集
中拆旧、拆实、拆违，大力加强公
园、广场等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积
极腾地造绿、还绿于民。

渤海六路黄河五路西南角，黄
河三路渤海八路东北角，黄河十路渤
海五路西北角，黄河八路渤海八路西
南角……老城区拆旧、拆违后闲置的
这些街头地块，大多位于核心地段，
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将其用于商
业开发，还是用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修
建？从满足市民的需求出发，从改善

城市环境的目的出发，从提供公共环
境服务的职责出发，滨州市委、市政
府毅然选择了后一个选项。儿童乐
园，重阳广场，时间广场，金融广场
……短短几年时间，我市在老城区新
建、改造街头公园绿地40余处，城市
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2010年，我市全面吹响了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的号角，又使得城市
公园的建设一年一个新台阶、一年
一个大跨越。通过各项创城工作
的实施，滨州城区公园的数量、景
观质量和档次品位有了质的提升
和飞跃，城区环境变得绿树繁茂、
清水环绕、繁花似锦。2014 年，我
市成功跻身国家园林城市行列。

在不断提升城市公园建设数
量、质量的同时，市委、市政府也注
重丰富公园的类型。今年，滨州植
物园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将为市民
打造一处集游憩健身、生态休闲、
旅游观赏、科普展览为一体的观赏
园艺植物园，填补我市城区没有植
物园的空白。

市委、市政府不断强化自身公共服务的职能，留足城市空
间，选择黄金地段为市民修建公园

秦皇河公园风景如画。（田军 摄影）

蒲园开园是当年滨州的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