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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新华社记者李斌、王敏、魏梦佳、阳娜

长城脚下，山清水秀。
一个多月以来，在被誉为“世界园林

之母”的中国，2 0 1 9 北京世园会园
区——— 这座绚丽多姿的“大花园”张开双
臂欢迎五洲宾朋，向世界展开一幅锦绣
中华的秀美画卷，昭示中国坚定不移走
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6 月 6 日是世园会中国国家馆日。
记者走进中国馆，走进世园会，“看”中国
绿色发展之路……

中国绿色发展之路源远流长

原生态的人字支撑屋顶造型、“四水
归堂”的唯美水院、先进的雨水收集系统
和上千块太阳能光伏板……

北京世园会开园以来，中国馆以其
独特的中国气质和建筑风格，每天迎来
数万游客，成为最受欢迎的“打卡地”。

这座被誉为“有生命、会呼吸”的恢
宏建筑坐落于青山绿水、梯田花卉间，凝
结着中国古人因时就势、因地制宜的建
筑智慧，也展现了现代中国绿色节能技
术水平。

“希望这座建筑能传承先人田园文
化、农耕文化的价值观，展现中华民族的
生态文明理念和智慧。”中国馆总设计
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
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兴起园艺业的
国家之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文
化，是五千年中华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

《诗经》中吟诵的植物及其标本、用
永生苔藓及动态光影呈现的《千里江山
图》、用植物艺术装置结合光影营造的水
墨意境的《富春山居图》……中国馆地下
一层的生态文化展区，一个个展品让人
们感受到古人对草木寄予的诗情画意、
对山水家园的追求。

花卉、红墙辉映的北京展区，宛若雅
致林居的湖南展区……中国馆荟萃了 31
个省区市的特色园艺，让人流连忘返。

北京世园局园艺部副部长郭佳说，
园艺师还通过花期调控等技术，使梅花、
兰花、菊花、牡丹、芍药等在展期集中开
放，“希望能向世界展示中国园艺发展的
成果。”

锦绣山河一园收。漫步世园会园区，
处处是花团锦簇的美丽图景。

马头琴雕塑、野花遍地的“草原”、胡
杨木……走进内蒙古展园，一处处景观
展示了内蒙古生态的多样性。

仿佛张开“双臂”迎客的罗汉松，以
及榕树、水仙、三角梅……福建园为游客
展现了一个四季常绿、四时有花的生态
福建。

中华园艺展示区，34 个各具特色的
室外展园既展示了各地的园艺文化、特
有植物、民居特色，更彰显了走绿色发展
之路的生动实践。

世园会园区东面，两排高大的旱柳
分列两侧，“穿”过生活体验馆营造的“市
集街区”。

“当时设计时，这片原有的林荫道吸
引了我们，就决定留下这片树林。”生活
体验馆设计负责人郑世伟回忆，为了“保
树”，设计团队专门调整设计方案，按树
的高程调整建筑的地面高度，“虽然成本
和难度增加了，但把树保住了，我想这就
是最大的生态。”

生活体验馆的原生旱柳，只是一个
缩影———

漫步世园会园区，“生态优先、师法
自然”的理念随处都有体现：改造后的湿
地景观水流潺潺，群鸟翔集；特意开辟的
“林窗”为鸟儿提供栖息和繁殖环境；园
区最大限度实现雨水的收集利用，生活

用水经处理后用于植被灌溉和景观水
池……

开园以来，这片荟萃世界园艺成果
之地、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交融之所，赢
得了国内外游客和参展方的广泛赞誉。

“中国馆很好地展现了祖国的繁荣
昌盛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世园会是
中国人的骄傲，太壮观了”……中国馆的
游客留言册上，满是观众的赞叹与自豪。

“这么多花草树木，我被深深吸引
了。”英国游客伯纳德说，“我感到中国比
过去更加重视保护环境、保护动植物，我
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

放眼神州大地，乌兰布和沙漠绿进
沙退，库布齐沙漠转变为一片“经济绿
洲”；地处黄土高原，延安由黄变绿，展现
“新颜值”……

中国为世界的绿化也作出了贡献：
2000 年至 2017 年，全球绿化面积增加
5%，仅中国的植被增加量，就占全球植
被总增量的 2 5% 以上，位居世界首
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多项环境
治理相关指标超额完成，产业结构中服
务业占比大幅提高，十八大以来，中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北京世园会让世界看到中国对绿
色生活和环保的高度重视，以及希望同
各国一起共享美丽生活、建设绿色家园
的意愿。”新加坡展园负责人方佳俊说。

绿色发展之路：在艰辛实

践中生动探索

模拟海水的大型器皿中，移栽的红
树林长势良好。

作为北京世园会植物馆内最耀眼的
“明星”之一，这一被誉为“海岸卫士”的
物种曾因围海造地、过度砍伐，面积锐
减。近年来，广东、海南、广西等沿海省份
认识到了红树林对生态的保护作用，纷
纷建立红树林保护区。

“红树林命运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的一个缩影。”
北京世园会植物馆馆长、万科集团高级
副总裁丁长峰说。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报告把
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且首次把“美
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引领中国，影响世界。

从 20 年前的昆明世园会，到上海世
博会，再到北京世园会…… 20 年间，一
个个盛会见证了中国的繁荣发展，折射
出中国持续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
国的不懈努力。

这是一条以绿色为底色的发展之
路———

在世园会河北园园区，可以看到用
园艺手法打造的秋实太行、白洋淀风光、
冰雪冬奥等“印记”。

承德塞罕坝，解放初期是一片荒原。
三代塞罕坝人接续奋斗，建人工林场，将
森林覆盖率从建场初期的 11 . 4% 提高
到现在的 80%。

塞罕坝的绿色正向周边延伸。通过
大力植树造林，首都北方形成了一道宽
约 30 公里、长约 360 公里的绿色生态屏
障。据测算，近十年京津冀春季沙尘天气
减少了七成多。

从塞罕坝到长白山，中国馆出口处，

巨大的幕墙展示着一幕幕生态文明建
设的美丽景象，仿佛昭示：绿色，是大
自然的底色，更是中国道路的底色。

这是一条以美丽中国为目标的发
展道路———

“这山这水浙如画，这乡这愁浙人
家”。浙江园模拟浙江自然山水格局，
打造出一幅层峦叠翠、湖光山色的“富
春山居图”。

浙江省林业种苗管理总站副站长
朱云峰说，在浙江，竹子、茶叶、石斛
“三片叶子”带动百姓致富。“如今的浙
江，山更绿了，水更清了，老百姓也更
注重美化环境，房前屋后的花都多了
起来。”

串珠成链，共建共享，2018 年 6
月起，浙江正式启动大花园建设行动
计划，举全省之力打造“养眼、养肺、养
胃、养脑、养心”的大花园。

这是一条生态文明建设机制不断
完善的发展之路———

亭台水榭，鲜花绿植，福建园内美
不胜收。

“福建园集中展示了福建这些年
生态文明成果。”福建省林木种苗总站
副调研员谢芳“掐指”道来，“森林覆盖
率连续 40 年保持全国第一，域内 12
条主要河流Ⅰ至Ⅲ类水质比例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24 . 8% ……”

耀眼的“绿色成绩单”背后，是福
建各级政府久久为功的努力：开展林
业“双增”目标年度考核，建立森林资
源保护问责机制……

谢芳感慨：“踏访八闽各地，处处
绿水青山。福建不仅更绿了，城市公园
多了，绿化质量也在提升。”

这是一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之路———

花架上的紫藤、水缸里的荷花，镌
刻着“老城”记忆；白皮松、油松以及各
种绿植、盆景，让人目不暇接……作为
本次世园会面积最大的国内展园，“四
合院”风格的北京园迎来八方游客。

“希望全世界从这一个‘小院落’看
到一个‘大北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产业发展处调研员陈峻崎说。

绿色，铺满北京园，也正浸润北京
城。有数字为证：与 1 9 8 0 年相比，
2018 年北京森林覆盖率由 12 . 8% 升
至 43 . 5%；城市绿化覆盖率由 20 . 1%
升至 48 . 4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
5 . 14 平方米升至 16 . 3 平方米。北京
绿色发展指数位居全国前列。

“过去 5 年多时间，是北京园林绿
化历史上发展最快、效果最好、老百姓
得实惠最多的时期。”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副局长高大伟说。

“只有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富强
了，园林园艺事业才会迎来大发展。”
从事园林工作 30 多年的北京世园局
运行管理部部长杨宝利感受很深。

“重视环保是为了给人民谋幸
福。”北京世园会卡塔尔园副总代表法
依卡说，“规模如此之大的北京世园
会，让我看到了中国这些年为保护生
态所作出的努力。”

绿色发展之路，是全球

生态文明之路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北京世园会每销售出一张门票就

捐赠“十分”钱给中华环境保护基金
会，用于支持“十分自然公益”系列行
动。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徐光
说：“设立‘十分自然公益基金’，就是为
了引导更多人自觉践行绿色生产和生
活方式，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智
慧和力量。”

“我希望，这片园区所阐释的绿色
发展理念能传导至世界各个角落。”北
京世园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向世
界传递出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诚
意，昭示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

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
昭示着中国的未来之路，也是通向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 不断依靠创新走绿色之路，
引领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

世园会中国馆序厅的生态墙前，
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面高 6 米的生态墙，以“两山”
理念诞生地浙江安吉风光为蓝本，采
用苍翠苔藓填充茂林修竹，以蓝色系
列的多肉植物构成天空与湖泊，展示
了一个“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绿
色中国。

“无论是从展现形态，还是从内
涵来看，如果没有技术支撑，就做不
出生态墙。”杨宝利说，绿色发展关键
是创新发展，近年来园艺科技快速发
展，花期调控、植被选择、养护方式等
方面的新技术在世园会上得到了集
中应用。

创新，是绿色发展的底气，也是中
国走向未来的底气。

——— 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从千年
智慧中汲取前进的动力。

星罗棋布的亚克力光柱，内含植
物种子，似星空点点镶嵌于象征大地
的五色夯土墙体中……

中国馆内，天、地、种子所构成的
空间意境，充分体现中国先民“仰观天

象，俯察地理，中参人和”的生态哲学
观念，也象征着中国园艺文化的种子
于此播种萌芽，生生不息。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
所所长潘家华表示，对中国来说，生态
文明从来都不是舶来品，而是东方哲
学“天人合一”智慧的结晶，是几千年
来中华智慧和文化的体现，“我们要继
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和文化，为
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 不断推动开放，和全世界共
建、共享地球家园。

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
想。

“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
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
稳致远。”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世园会开
幕式上说。

加强技术交流，增进友好合作，以
园为媒，北京世园会向人们展示了一
个更加可期的美丽世界。

德国展园以“播种未来”为主题，
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前工业城市走向
“欧洲绿色之都”的变革；新加坡展园
栽植了 200 多种兰花，展现新加坡“花
园城市”的风采；卡塔尔展园以 5 棵人
造的巨型锡德拉树为主体，撑起独具
风情的“空中花园”……

向联合国交存气候变化《巴黎协
定》批准文书，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基金”，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国际联盟……近年来，中国主
动践行大国责任，成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中国在国际上敢于给出减排承
诺，展现了实实在在的担当精神。”潘
家华说，“美丽中国是美丽世界的一部
分，中国和世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019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浙江园内，一艘“红船”造型的观
景舫静立湖畔——— 这是仿照在嘉兴南
湖举办过中共一大会议的游船而建
的，游客可在其中休憩、观景。

5 月 31 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
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
力。

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
展之路。以这份“初心和使命”为动力，
从南湖出发的红船已成“中国号”巨
轮。今天，这艘巨轮从北京出发，和世
界一起扬帆起航，驶向更加美好的未
来。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从世园会“看”中国绿色发展之路
写在北京世园会“中国国家馆日”到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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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 2019 年北京
世园会中国国家馆日活动 6 日在北京举
行。国务院副总理、北京世园会组委会主任
委员胡春华出席并致辞。

胡春华指出，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世园
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
中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地
球家园的坚定决心，提出了各国同筑生态
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倡议。中国
愿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推动共建绿色“一
带一路”，培育绿色发展的产业基础，倡导
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环境治理国
际合作，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好愿景。

胡春华强调，北京世园会是 A1 类世
园会历史上展出规模最大、参展方数量最
多的一次盛会，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加强生
态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共赢发展提供了重
要契机。开幕一个多月来，世园会各项活动
进展顺利，给广大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相信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北京世园会一定能够
办成一届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的园艺博览会。北京世园会中国馆以“生
生不息，锦绣中华”为理念，展示了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最新成果，相信
通过精彩的展示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中
国馆一定会为广大游客带来更多惊喜。

国际展览局主席斯滕·克里斯滕森、国
际园艺生产者协会秘书长提姆·布莱尔克
里夫分别在活动上致辞。

▲游人在北京世园会浙江园参观（ 5 月 27 日摄）。新华社发（任超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6 日电(记者胡璐、
陈炜伟、魏梦佳)花团锦簇、绿意涌动。6
日上午，中国国家馆日活动亮相北京世
园会。近千名中外嘉宾，齐聚传统佳节端
午节到来之际的北京世园会园区，感受
湖光山色中的中华文化艺术精粹。

走进北京世园会园区，远远能看到
呈半圆形环抱之势的中国馆静静地坐落
在五彩梯田里。简洁大气的外表下，几千
年的农耕文明和园艺精华汇聚、浓缩于
此。

作为展示中国园艺的主要展馆，中
国馆繁花似锦、绿意盎然，31 个省区市
的特有植物、园艺文化和先进科技集中

呈现，展现出中华园艺发展的勃勃生机。
北京展区由北京特色木本春花植物

玉兰、海棠、牡丹等营造“玉堂富贵”的主
景观，表达了“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家和
景秀”的寓意。其间用到的不同花期调控
技术均源于世界上最早的花卉促成栽培
技术之一——— 煻花技艺。还有很香、抗寒
的北京自育月季新品种，以及在平原地
区绽放的“稀世之花”——— 绿绒蒿等，美
不胜收。

“我们展区有 100 多种植物参加展
示，基本都是浙江特有植物，也专门请了
10 个花艺师进行养护。还有十几件插花
花艺作品，每隔一个礼拜到十天就进行

换展。”浙江省花卉协会办公室主任
马平说，希望借此契机展现浙江绿水
青山、花卉产业富民的成果，让人们
看到美丽的浙江大花园和美丽乡村
建设，也感受到不仅要有好的生态环
境，也要有各种美丽的花卉产品点缀
生活。

云南展区用多种颜色的花卉拼扎
起一只栩栩如生的孔雀；黑龙江展区
不仅展示了一只巨大的灵芝，还通过
各种稻穗等展示出“中华大粮仓”的意
境；安徽展区的银缕梅盆景、广西的金
花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彩色马蹄
莲等，也都各具特色，精彩纷呈，引来

无数游客驻足欣赏。
其实，比地方展示更能触及心灵

的，是穿越千年而来的文化气息，是古
今中外的人们对自然美好的共同向往
与追求。

在这里，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图景，经过现代科技手段重新焕发光
彩。《诗经》中的植物及其标本，以蓝
色永生苔藓及动态光影呈现的《千里
江山图》，绮丽影像《十八学士图》和
圆明园盛景……在美轮美奂的光影
变换中，游客感受着枝叶轻拂与花鸟
呼吸的律动，这一刻，赞叹从心底升
起。

截至 6 月 5 日，北京世园会累计
接待游客 189 . 47 万人次，中国馆、国
际馆、生活体验馆、植物馆等“四馆”累
计参观 470 . 8 万人次，其中中国馆最
受欢迎，累计参观 143 . 4 万人次。

6 月 7 日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
节。为此，北京世园会园区内 6 日还开
展了第十一届北京端午文化节的一系
列精彩活动。在永宁阁南广场，包粽
子、制香包、编五彩绳、植物画等端午
传统互动及非遗体验活动吸引了游客
们驻足参与，领略园艺魅力的同时，中
国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

园艺中华近端阳 北京世园会“中国国家馆日”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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