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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2016 年，相关规划设计工作接续完成，但
对于北京世园会而言，这仅仅是九层之台初见累土。

从小小鱼塘到 7 . 3 万平方米的妫汭湖，从一片空旷的
园区到用 158 万吨泥土堆筑起的 25 米高的天田山，北京世
园会“三月挖一湖，五月筑一山”，展现中国速度；从中国馆
打下的第一根基础桩，到国际馆“种”下的第一朵“花伞”，形
似如意的中国馆和 94 朵“花伞”组成的国际馆见证中国匠
心……

“建永宁阁时正值寒冬，零下 25摄氏度的天气，在室外干
半小时力气活，从眉毛到嘴唇就挂满冰碴，我们就是在这种条
件下捶打夯实永宁阁 1941 根混凝土桩基的。”姚宝琪说，“中
国匠人用自己的手艺和速度告诉世界，我们准备好了！”

在两年多建设过程中，数以万计的中国匠人不舍昼夜，
勤劳工作，构成园区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北京世园局副局
长叶大华介绍，园区日均施工人员 1 万人左右，参与世园会
各项设计的单位有十多家，施工单位、展陈单位数百家，大
家联袂协作如同一人。

七载过往，从“野色浩无主”的农家老舍到“一心、两轴、
三带、多片区”的万花之园，长城脚下这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画卷，正在静待全球客人到来。

三载寻花花千树 一枝一叶总关情

四月的京郊，桃红柳绿，草长莺飞。转眼间北京世园会
园区已是生机盎然，百花满园。

“北京世园会将集中展示 1200 种新优品种植物。”叶大
华说，这其中不仅包括从我国最北端到最南端的各种不同
园艺植物，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品种。

最是春色留不住。4 月底的延庆依然会有大风和晚霜，
最低平均气温只有 7 摄氏度，除为数不多的高寒带植物，如
何让这些娇嫩珍贵的花卉苗木在寒冷地区成活并如期绽
放，是摆在中国园艺师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们 3 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寻花之旅’。”北京市花木有
限公司董事长于学斌说，这不仅要求对当地的气候、土壤、
环境有精准的分析和判断，还要对成千上万花卉品种的习
性、周期、甚至基因特点了然于胸。

在延庆测试基地，通过这 3 年对新品种的引种、评估、
筛选，中国园林人最终在 1344 个引进花卉品种中，筛选出
了 1078 个适宜世园会应用的品种投入规模化生产。其中不
仅有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奇花异草，更有漂洋过海而来的
异国花卉，目前国际展园内有 30% 左右的植物是从海外直
接运送而来。

北京市园林绿化集团世园会项目负责人张睿告诉记
者，这次世园会会期将历经春、夏、秋三季，为了精准控制花
期，他们做了无数次实验，从补光延长光照时间对金鱼草等
植物调节光周期，到对新几内亚凤仙等热带植物催花处理，
最终制定出 40 个花卉品种的详细生产流程，凝结了整个园
林团队的心血。

“大规模对国内外育种新品种、野生乡土植物和专业品
种的春季花期进行控制，这还是第一次。”北京市园林绿化
集团董事长马立强说，为保证苗源品质，他们在云南建立国
际一流种苗生产基地，现代化温室 2500 平方米，500 亩宿
根花卉生产用地；在顺义、通州、延庆、平谷、昌平等地确定
了 20 个总面积达 32 万平方米的自建或合作生产的温室。

在这场植物当主角的盛会中，天作之合是中国园林人
的追求，北京世园会为此做了大量生态保留。胡洁介绍：“长
城脚下的世园会要有中国北方的鲜明特色，所以园区范围
内保留了大量湿地、林地、乔木等，现状村落的肌理基本保
持不动。”

“核心景观区内共有近 10 万株乔木，其中约 5 万株乔
木是原生态的旧根老树。”北京园林古建设计院的世园会园
林设计师李威说，为了留下这约 5 万株“土著”乔木，很多的
工程、道路规划都做了调整，目的就是让这万花之园与周边
山川自然融合。

这项工作不仅考验“脑力”，更考验“脚力”。李威拿出手
机向记者展示：“你看，每天步数排名前列的都是世园会的
园艺师们，这第一名 5 万多步，像我这 3 万多步的都排不上
名次。”

三载寻花花千树，中国工匠用智慧汗水打造了妫水河
畔的天作之合；一枝一叶总关情，万花之园以姹紫嫣红静候
着地球村里的宾朋贵客。

阅尽人间春色 环球同此凉热

2012 年，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
国，恰是这年，国务院批准北京市代表中国政府申办 2019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看似巧合，实为必然。这是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在京华大地生动实践的起航。

7 年时光之旅，北京之北的世园会园区从一片山脊贫地
变成了山水颂歌的万花之园。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别山区
的银缕梅，可以观赏秦岭山麓的迎客松，可以见到雪域高原
的绿绒蒿……在这里，有远山叠水的日本园艺，有阿塞拜疆
人钟爱的石榴树，有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上独有的野蓝蓟……

7 年时光荏苒，北京世园会已经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典范和样板标杆。7 年光阴流转，绿色
发展理念从萌芽渐渐绽放在人们的内心。

在园区外不远处，有一大片崭新整齐的居民楼，这是因
建设世园会而搬迁安置的两个村、2000 多位农民的新居。
“过去村里家家买煤烧炉取暖做饭，弄得烟熏火燎，到处脏
兮兮的，还有不少私搭乱建的，现在小区多干净整洁啊，集
体供暖又干净又暖和，出门散步抬头就见蓝天白云和青山
绿水。”村民孟宪荣热情地带着记者参观她的新家，108 平
方米的三居室温馨舒适。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秘书长提姆·布莱尔克里夫说，北
京世园会筹办工作进展顺利，令人钦佩，世园会不仅能让游
客欣赏到美妙的园艺和美丽的花园，更体现出中国与世界
共享发展成果、追求绿色生活、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相信
北京将为世界打造一届极具特色、意义非凡的园艺盛会。

“这次将有 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参展，是历届 A1
类世园会参展方最多的一届。”叶大华说，北京世园会既是
中国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名片，更是全人类绿色梦想的结晶，
世界各国的园艺大师们都能在北京世园会这一平台上展示
才艺、绽放风采，游客们能观赏到各国独具风情的园林园
艺，欣赏到各国各民族精彩的文化表演。

日前，北京世园会举行了由延庆区组织的 3 万人入园压
力测试活动。按照“园内需求全响应，园外保障全仿真”的原
则，进行全实境演练，结果令人欣喜。面对媒体镜头，北京世
园局常务副局长周剑平、延庆区委书记穆鹏不约而同表达了
他们的心声——— 世园会我们准备好了，期待五洲四海来宾！

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

▲ 4 月 18 日无人机拍摄的北京世园会园区。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展展示示中中国国之之美美 共共奏奏绿绿色色乐乐章章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筹办纪实

▲ 4 月 18 日无人机拍摄的国际馆。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 4 月 18 日无人机拍摄的植物馆。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 4 月 18 日无人机拍摄的妫汭剧场。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 4 月 18 日无人机拍摄的永宁阁。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 4 月 18 日无人机拍摄的世园会园区夜景。 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 4 月 18 日无人机拍摄的中国馆。 新华社记者李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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