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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 1：中外园林绿地规划设计特征与发展比较； 

选题 2：园林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中的作用； 

选题 3：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以 XX 为例； 

选题 4：绿地规划与海绵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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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地在改善城市环境中的作用 

居建军 

摘要：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这是当前时代对中国发展提出的生态环境要求，同时也是人民对蓝天白云的渴

望。发挥园林绿地在城市环境中的作用，突出其美化城市、改善环境、人与自然

的和谐等作用，提升城市建设工作质量，就尤为重要。 

关键词：园林绿化；城市环境；作用；意义 

 

建设森林城市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最直接体现，目前

正在各地蓬勃兴起。有观点认为，随着脱贫攻坚的逐步完成，森林城市建设将成

为我国“最大的民生工程”之一。创建文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内容。随着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愈加稠密、建筑愈加拥挤、

人均绿地面积日趋减少，城市园林绿地则是有效增加城市绿化面积的重要途径，

如何在其中应用生态群落植物、乡土植物等景观植物值得人们深入探究，并加强

实践。 

一、城市园林绿地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一）改善和美化城市环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寻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加强了精神文明的寻

求，其间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就表现了这一点。据悉，２０１８年，

北京规划新增城市绿地６００公顷。其中，将重点建设５处城市森林，建设２７

处小微绿地和１０处城市休闲公园，使公园绿地５００米服务半径覆盖率提高到

８０％。相关领导如是说：我们将着力构建与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相适应的园

林绿化生态体系，加快构建更高质量的绿色生态空间，让更多绿色来到百姓身边。

这是领导要求同时也是人们生活的需要，更是园林绿地在城市中的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城市园林绿地在在城市建设中其作用远远不仅仅是一种生态手段，一种绿色



的调剂，一抹兼具情调的景观，更是一种现在城市人精神上的安抚与情感交融，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场所。在过去的10年里，全国每天消失80个自然村，而乡

村是我们每个人精神上的根，我们大多数人的童年都还保留乡村的印记。城市绿

地兼具这大批城市人找到依托感情的作用。人们工作之余或三五成群带个孩子，

相互嬉戏与大自然共处，放飞心情情感交融也得以体现。 

（三）提供有效的生态功能 

城市生态系统虽不象自然生态系统那样能承受相当程度的外界干扰压力，通

过负反馈调节维持自身的平衡，但仍具有一定的抗外界干扰和自我维持的能力。

这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城市绿地的生态效应。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城市

在正常生产和消费的同时，产生大量的余热、噪音和三废。这些污染物质在城市

生态阈值限度之内时，城市生态系统有自我净化、自然消弭的能力，即：通过存

在于系统大气、水体、土壤中的物理过程如稀释、扩散、挥发和沉淀，化学和生

物化学过程如中和、分解与降解等达到净化的目的；通过城市绿地的一系列生态

效应，对污染物质起吸收、减弱和消除作用，综合调节城市环境，人而使城市环

境质量达到洁净、舒适、优美、安全的要求。 

二、园林绿地建设在当前基层单位的弊病 

如今城市里的公园数量越来越多，种类更加丰富多元，在城市中发挥的功能

效应也更加多样化。公园不再是单纯的活动场所，而是正在融入城市整体发展的

有机组成部分。随之也带来了一些基层单位在绿地建设中的弊病。 

（一）城市发展粗放扩张，园林绿地过度硬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发展粗放扩张的模式带来不少问题，过度硬化就是

其中之一，导致自然降水不能渗入地下，水土交换功能丧失。南开大学中国区域

经济应用实验室主任李兰冰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就是有效

应对措施之一，而新建或改造的公园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雨后公园门口积

水的减少则是“海绵体”发挥作用的直观证明。除了上面提到的吸水、渗水、蓄水

功能外，分布于城市内各种类型的公园在减少噪声污染、防灾避险方面也起着关

键作用。李兰冰说，城市公园是具有大面积绿地的公共开放空间，是作为地震发

生时避难地、救灾物资集散地等的合适场所。所以，被赋予这些功能的城市公园

的选址很重要，内部设施的完备也很重要。只有选对了地方、建好了配套，才能



最大程度发挥城市公园防灾避险的功能。 

（二）绿地公园规划建设与城市发展相协调 

公园不仅惠及百姓，也重塑了城市，成为一座城市接待朋友、吸引人才和投

资的“城市客厅”。好的公园可以树立起城市的典型特色，构建引人入胜的城市形

象，并借此突破服务半径的限制，在服务于周边居民的同时，迎来城市里其他区

域或是其他城市的访客，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这方面，位于城市商圈或商

圈辐射地带的公园，会因为便捷的交通和大规模的人流量而具有更强的吸纳能

力，大多数人都会把目的地的一个或几个公园放进旅游攻略就是证明。此外，有

专家指出，公园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城市发展的升级换挡。城市公园建设不是简

单建几个公园的项目，而是要与整个城市发展规划相协调，使公园分布合理，由

此形成的良好城市形象将衍生出更多的价值，有助于吸引社会投资、引进并留住

人才，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三）绿地建设“跑偏”、奢侈化、媚外化和景观化 

沿海某省一位专家介绍，一些城市在绿化过程中对自然地形进行大刀阔斧的

挖、填、搬，还有一些城市在绿化时采用以灌木、草坪等地被植物为主的规整式

配置，为达到预期的景观效果，必须定期进行修剪。比如很多道路隔离带，为了

保证景观效果，每平方米每年的成本在800元以上，其中维护成本就占了70%。

这些成本高昂的绿化，非但不能达到低碳、生态的效果，反而由于需要大量机械

操作和人工管护，释放了更多的碳，与森林城市的初衷背道而驰。一些城市热衷

“树种升级"，甚至到了“升一次级，升掉一片林”的程度，与十九大报告中“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背道而驰。媚外化有一个表现是片面、

过分强调森林覆盖率。益阳市委书记瞿海认为，现在生态、绿色、森林这些字眼

很时髦，部分干部为了一味追求“绿色政绩工程”而贪大求全不顾当地实际。长沙

市一位专家指出，像杭州、福州、长沙等森林城市，本身森林覆盖率就高，但一

些城市在先天条件和资源禀赋并不优异的前提下，对森林城市狭义理解为提高森

林覆盖率，并以此作为唯一标准，简单模仿对比，从而造成“森林城市大跃进”。 

二、园林绿地在城市建设中的措施 

（一）做好园林绿地规划先行 

2015年，萍乡市成为全国首批16个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之一，作为典型的



江南山地丘陵城市，城区被山体围绕，境内地势比邻县市高，又地处赣湘水系的

分水岭，既留不住水、也排不出水，造成晴时旱、雨时涝的现状。萍乡市被定位

为“构建符合江南特色的海绵城市”，对萍乡来说，就是要恢复城市水系统的‘弹

性’，破解江南煤炭资源枯竭采空型城市对暴雨径流的调控能力不足、蓄水能力

不济、排洪排涝不畅的现有城市短板问题，并探索出一条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新

路子。萍乡市成立由市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建立统一指挥、综合协调的

机制。为做好海绵城市改造工程的顶层设计，萍乡市选择采取“用资金买模式”

的办法，引进北京清控人居环境研究院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支撑单位，先后制定

出台了《萍乡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萍乡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与再生水利用专

项规划》《萍乡市中心城区水系规划》等7个规划和《萍乡市海绵城市建设规划设

计导则》等3项标准和导则，为海绵城市的建设、落地提供了详细、规范的指引，

并明确了萍乡市海绵城市建设总体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为75%，即日降雨量

不大于22.8毫米时不产生径流。排水防涝设计标准为30年一遇暴雨不成灾，城市

防洪标准为萍水河主河道50年一遇洪水设防。这充分说明了绿地建设要与一个

城市的发展相统一，合理规划充分发挥城市绿地在现代化城市中的作用。 

（二）形成现代化城市园林管理理念 

园林绿地管理工作从宏观上看，是贯彻国家有关法规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和发展。城市园林主管部门，在确定的行政区域内，运用经济的、行政的、立法

的手段实现现代化城市园林的良性发展。要想真正实现一个现代城市园林的全部

功能，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就要形成新的管理理念，引进市场管理机制。面对不

断变化的园林市场以及园林企业和园林项目的不断增加，园林只有摆脱过去的管

理体制，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只有适应市场，进入市场，才能取得更大的发

展。要把发动群众参与园林和加强相结合。城市园林建设是一项公益事业，具有

社会性、群众性，离开了社会的支持和群众的参与是不可能办好的。把爱护园林

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成为社会群众的自觉行为，赋予一种责任。 

（三）展示城市文化特色和魅力 

在城市建设中，园林往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为贴近，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和

延续，能够很好地展示出当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特别是园林中选择的植被、

山石等更加能够明显地反映出当地文化特色，对于展示城市文化特色和魅力扮演



着关键的角色。我国园林绿化具有鲜明的当地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格，在建设过程

中，由于逐渐加入了现代流行元素，使得园林绿化更加具有现代感，符合当代人

们的审美观念，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