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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钧

城市公园是林立高楼中的“城市绿肺”和“天然氧吧”，是人
们转身就能亲近自然、拥抱绿色的绝好去处。还绿于民，让“城
市中的公园”升级为“公园中的城市”，大力推进城市公园建设，
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近年来，我国各地持续推进城市公园建设，类型不同、功能多
样的各类公园，让城市更美丽，也更绿色、更宜居。截至去年9月，
重庆建成城市公园逾2000个，初步实现“城在园中，园在城里”。

一个城市，公园建得怎么样，数量仅是衡量标准之一。更重
要的是倾听公园使用者的意见，问问城市居民公园好不好。建设
城市公园的初衷，就是顺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机融合公园
形态与城市空间，不断实现人们心中的绿色生态幸福生活图景。

城市公园建设应触手可及、全民共享。通过增加社区公
园、口袋公园、小微绿地等触手可及的城市公园，让居民们感受
到“微幸福”就在身边。城市公园建设应布局合理，特色鲜明。
通过城市公园布局与城市规划密切结合，让居民们感受到重庆
山水之城的宜居之美。城市公园建设应久久为功，共同参与。
通过共建共享的协同治理格局，让居民们感受到城市公园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可为，让“人民公园人民建，建好公园为人民”的
理念深入民心。

人民公园人民建
建好公园为人民

短评

波士顿公园系统诞生于19世纪的美国波士顿，由有“现代
景观设计之父”之称的奥姆斯特德设计。

波士顿公园系统以河流等为纽带，利用开阔的原生绿地，
将9个公园连成一条约16公里长的景观带，每一个公园都如
同绿色明珠，因此整个公园系统又被称为“翡翠项链”。它将城
市文明与自然肌理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将城市商业区、文体
休闲场所、历史文化遗址等与公园绿地通过线性廊道有机连接
起来，使公园与城市共同形成开放的和谐整体。

城市中的“翡翠项链”——波士顿公园系统

他山之石

马鞍山公园位于中国香港新界沙田区马鞍山，占地约5.5
公顷，位于海边，于1998年8月开放。公园内有儿童游乐场、
健身缓跑道，还有适合老年人的健身器材等，各个年龄段的游
览者既可欣赏海景，又能休闲健身，享受欢乐的亲子时光。

马鞍山公园浓厚的矿业文化极具特点。公园内设置有采
矿历史展览，展示矿石标本、采矿设备等。人们在游览公园的同
时，也能了解马鞍山的采矿历史。（记者 申晓佳 杨骏整理）

在城市中感受矿业文化——香港马鞍山公园

公园交通
网友“胡加勇”建议，在距离较近的公园之间开通接驳车，

尤其是在具备条件的路段开通无人驾驶车辆，既方便转场，又
能让市民感受大数据智能化。

网友“程老师”建议，两江新区可通过技术手段推出“智慧
停车”，即采取类似医院预约挂号的形式，提高停车位使用效
率；增加推荐服务功能，当某公园停车位紧张时，可以推荐附近
公园，满足市民游园需求。

便民设施
网友“唐胜男”反映，冬天气温低，从家里到公园需要穿得

多，在公园跑步的时候脱下的厚外套不知道放在哪里，希望公
园里面可以设置储物柜。

网友“刘玥”建议，完善公园母婴室的各种设施，配备插座、
温奶器、尿布台、适合喂奶的桌椅、能够出热水的台盆等。

其他需求
网友“陈舒平”和“蔡潼”提议，在公园内和周边设置智能

售卖机和餐饮店，可以将两江新区内
的景点、知名企业及拳头产品设计在
纪念章、食品、玩具上售卖，提高相关
产品知名度。

网友“闫佳良”提到，重庆雨水较
多，建议给公园内的公共篮球场加盖
雨棚。

（记者 申晓佳 杨骏整理）
八大公园群

扫一扫 就看到

市民金点子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记者 申晓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绿色发
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在调研中心城市建设时也明
确，要深化城市设计，加强整体规划，努力
打造人民幸福美好家园。

为贯彻这一理念，由两江新区党工委
和重庆日报联合主办的首届山地城市公
园专家市民论坛（下称“论坛”）于2月7
日在两江新区管委会举行。来自重庆市
风景园林规划研究院、同济大学重庆研究
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以及市民代
表共聚一堂，为重庆公园的规划建设、文
化铸魂、品位提升建言献策。

重庆城市公园超2000个
两江新区已成“百园之城”

重庆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具有独特
的城市风貌。近年来，重庆结合自身城市
特色，积极在山水上做文章，在园林上下
功夫，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重庆新增建成区
绿地面积12544.11公顷，建成区绿地率
达39.24%，基本形成山青、水绿、城美的
自然生态格局。截至去年9月，重庆有城
市公园逾2000个（含社区公园和游园），
初步实现了“城在园中，园在城里”。

两江新区则是重庆打造公园城市的
“样板间”。

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局长周兵表示，
两江新区一直按照“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空
间格局，不断加快公园建设，努力让广大市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以金海湾滨江公园为例。该公园从
大竹林片区绵延至礼嘉片区,与蜿蜒流淌
的嘉陵江一同绘就了一条天然的滨江风
光带。

“包括金海湾滨江公园在内，串联水
土、悦来的34公里滨江生态长廊已全线
贯通。”周兵表示，这条长廊将两江新区多
个公园和沿江带串联在一起，推动两江新
区成为山水生态画卷、人文风景珠链、智
慧游憩秀带，也让市民享受到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生活方式。

2022年，两江新区完成城市公园更新
提质、口袋公园、社区体育文化公园、街头
绿地、坡坎崖绿化美化等建设更新项目23
个（处），新增绿化面积10万平方米。

如今，两江新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百园之城”——已建成公园132个，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7.12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50.47%，绿地率 34.32%。高品质生活

“推窗可见”。
无论是两江新区，还是整个重庆，城

市公园的打造还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22年，重庆发布了《关于推动城乡

建设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将
建设一批大型城市公园、生态公园及游
园、体育文化社区公园、口袋公园，并实施
一批道路绿化和坡坎崖绿化美化项目。

到2024年，重庆将实现中心城区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8平方米，城市道路
绿化达标率大于85%，城市林荫路普及率
也要达到85%以上，城区90%以上区域都
在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以内。

建公园要“因地制宜”
各有特色“串园成群”

要实现上述目标，还需要有清晰的路

径。未来重庆公园该怎么建，需要各方的
思考。

“重庆有独特的山水格局和丰富的地
形地貌，所以我们在打造公园时，也要因
地制宜，建设具有重庆特色的山水共生公
园系统。”西南大学景观设计学教授李良
在论坛上建议。

比如重庆首个“海绵公园”——悦来
会展公园，就是在重庆山地地形﹢海绵城
市“高收低用”理念指导下，利用生态透水
砖、植草沟代替水泥砖和传统管道，再加
以对大量水生植物和微生物的利用，实现
了对周边超过50万平方米区域雨水的调
蓄、净化和利用，极大减少了径流污染物
排江总量，让公园更灵动、江湾水更清。

李良还认为，城市公园承载了居民大
量的活动内容，要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
景观也要呈现多样性。

礼仁公园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相
关部门在公园建设前的实地调研中，了解
到周边不少居民对田园诗意生活充满向
往。于是，公园在种植景观水生植物的同
时，特意留出了约80平方米的面积种植
水稻，给予市民近距离感受“稻花香里说
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观体验，获得市
民的赞许与肯定。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英国皇家特许注
册建筑师李向北提到，国外有的城市将不
同大小、尺度的公园和公共空间串联起
来，形成了城市公园带。这样的方式能够
更好地实现产城融合，让城市与自然和谐
共生。

两江新区打造“百园之城”时，就参考了
李向北提及的理念，建成了以照母山公园
群、礼嘉公园群、悦来公园群、滨江公园群、
鱼复新城公园群、龙兴新城公园群、水土新
城公园群和江北嘴公园群八大公园群。

值得一提的是，两江新区根据鱼复、
龙兴、水土三大新城的产业布局，将城市
规划、产业发展和公园建设相结合，初步
实现了产城景融合，使这三大新城既是产
业聚集区，又是现代城市，还是生态公园。

“在推进八大公园群建设的同时，我
们还建成300多公里的‘两江绿道’，以串
联城市公园、生态绿地、商业聚居区和人
群居住区。”周兵介绍，这些绿道根据地形
因形就势，全程没有梯坎，都是平坦路面

或缓坡路面，宽阔的大道上既可骑行，又
可漫步，周边鸟语花香，兼具休闲与通勤
功能。

集思广益问计于民
公园建设人人参与

建公园，是为了广大市民。在公园建
设中，市民有哪些想法？对建成的公园，
市民给出怎样的评价？

“百园之城·全民问计”活动征集到市
民提出的2000多条建议。论坛上，3位
市民代表分享了“最具价值金点子”。

“公园可以打‘文旅牌’。”市民代表丁
运时表示，两江新区公园建设可以充分发
挥嘉陵江17公里超长岸线的自然生态与
历史人文优势，打造立体文化旅游景观，带
动和促进两江新区全域旅游的开展。

“讲好两江故事，公园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市民代表彭廷学建议，让公园成为
讲好两江故事的靓丽名片，同时建立开放
机制和活动体系，打造各具特色的公园。

“可玩性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市民代
表柯桔建议，两江新区下一步可以增加戏
水公园、时尚运动公园等主题公园，既满
足市民消暑纳凉需求，又扩大文化体育影
响力。

“这些金点子凝聚了市民智慧，体现
了大家对两江新区公园的热爱和认可。”
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城市
规划学会城市更新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
委员戴伶表示，通过全民问计活动，可以
促进全民参与，在公园打造中全方位提升
城市品质和市民综合素养，这一方式值得
推广。

“借助大数据智能化手段，公园还可
以更智慧。”同济大学重庆研究院执行院

长唐剑晖建议，应从公园的智能化监控、
智能化交互、智能化清洁等入手，提升公
园智能化程度，更好地实现“城在山水间、
人在公园中”的高品质生活。

重庆市风景园林规划研究院院长黄
建建议，继续发挥两江新区公园建设在新
理念、新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引领作用，
进一步找准绿色空间价值转化的切入点，
探索公园多维价值实现的方法路径。

“城市公园与每位市民息息相关。”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马岱良表
示，城市公园是高楼耸立中的“城市绿肺”
和“天然氧吧”，是市民转身就能亲近自
然、拥抱绿色的绝好去处。

他建议一是坚持培根铸魂，建设文化
之园。将文化事业发展与建设高品质公
园城市深度融合，促进城市公园与文化资
源有机融合。

二是坚持贴近生活，建设文明之园。
发挥好公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和涵养上的重要阵地作用，组织开展游园
引导、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引导人们牢
固树立爱绿护绿意识，自觉维护文明游园
环境。

三是坚持深度融合，建设文旅之园。
要立足可视、可感、可及，坚持可进入、可
参与、可互动，推动更多资源转化为旅游
产品，培育“开放式公园﹢街区”新消费场
景，切实让好生态带来好生意、新场景带
火新消费。

四是坚持引领发展，建设文创之园。
两江新区作为智慧之城、创新之城，可以
依托创新主题公园、文化产业公园，引入
一批科研机构、科技企业、文创产业，促进
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推动构建“创新策
源”功能支撑下的绿色动力体系。

首届山地城市公园专家市民论坛上，专家学者与市民代表倡议——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好山地城市公园“样板间”

两江新区礼嘉智慧公园绿树成荫，科技与自然融为一体。（资料图片） 李洪波 摄/视觉重庆

2022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之
年，目前，重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已经实
现全面高质量收官。作为全国唯一道路
客货运输“双特级”企业，重庆交运集团不
断将改革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效能，

“改”出了新活力“革”出了新局面。
随着版图的不断拓展，重庆交运集

团坚持做优客运、做强物流、做大农批
这三大主业，不断放大优势、突出新增
长点，加快供给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将客运做优 智慧+定制客运

日前，集团开发运营的愉客行公众
出行服务平台被中国交通运输会评定
为部级创新成果，下属企业愉客行公司
也正在与高校强强联合，进一步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出行信息平台一
体化研究及示范》科研项目。

“平台还将持续进行系统更新和功
能完善。”重庆交运集团相关负责人透
露，这将包括市包车系统、出租车小程
序、农村客运电召网召、重庆交通旅游
大数据应用试点工程项目等。

在注入智慧力量的同时，定制化的
服务也在不断升级。

站际接驳、联程联运、机场快线、高
铁快线、校园直通车、企业通勤车等定
制客运产品已经被市民和外地游客所
熟知，“开通这一系列产品的初衷就是
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让大家的出行
更智慧、更便捷。”重庆交运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定制客运量已连续3
年呈两位数增长。”

与此同时，重庆交运集团正在全力
推进班线客运公交化改造，全面推进
100公里内中短途班线客运向城际公交
转型，着力推进谋划布局31条并已开
行11条成渝毗邻地区跨省城际公交线
路。

将物流做强 智慧+外达内通

2020年，重庆交运集团的物流收
入成为重庆首家突破百亿元大关企业，
晋级中国物流企业50强第18位。

2022年，智慧物流公共信息平台
被市国资委评为“重庆市标杆项目”，该

平台还是重庆唯一入选国家骨干物流
信息平台试点单位。

近年来，重庆交运集团在构建物流
全产业链云平台、建设物流大数据平台
和打造重庆市智能物流工程研究中心
等方面深耕细作，已完成集货系统上线
运行，粮食行业物联网平台、航运系统
稳定运行，集团所属企业直接使用智慧
物流平台子系统；同时，集团物流数据
平台建设已完成。

目前，重庆交运集团主导运营的7

条出海出境物流通道有力地保障着重
庆生产制造业企业供应链稳定，助力重
庆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南北互济”
的开放格局，这同时也奠定了重庆物流
企业的龙头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智慧物流平台赋
能作用的逐渐扩大下，物流大数据平台
上线运行，并实现国际物流通道等业态
数据实时更新。

不仅有外达，内通也落到了实处。
由50余个场站、116万平方米仓储

面积组成的重庆城乡三级物流体系基本
建成，完成了重庆全域物流枢纽网络布
局，城市配送、城乡物流、冷链物流、网络
货运等物流新业态蓬勃发展，“这是重庆
交运集团做强物流产业的基础。”重庆交
运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将农批做大 智慧+乡村振兴

近年来，线上消费进一步被激发，
电商行业发展呈直线上涨趋势，农产品
电商更是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都为乡
村振兴加了把火。

其实，早在2011年，重庆交运集团就
上线运营了重庆第一个农产品电子商务平
台——香满圆，开始把农产品批发零售产
业“搬”到网上，后续陆续丰富了双福到
家、好好麦、东盟集采城等线上平台，实现
农批市场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其中，
香满圆在2018年实现销售额3.5亿元，成
为了当之无愧的重庆最大农产品电子商
务平台。随后，该平台被评为“中国农产
品电子商务平台50强”。

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推动下，重

庆交运集团的智慧农贸平台已完成系
统开发并上线试运行，全面开启了集团
农批市场向数字化、智慧化的转型升
级，让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同时，在农贸批发市场产业链延伸
上，重庆交运集团积极组织客商在双福
市场、观农贸市场采购区县特色农产品
近千万元助力乡村振兴，积极组织客商
与丰都栗子乡川王子榨菜、城口县咸宜
镇腌腊制品、忠县磨子乡豆腐乳、万州
区恒合乡榨菜、梁平区铁门乡豆筋棍等
农产品进行产销对接。万运公司完成
城口县鸡鸣乡“城口南部片区物流电商
示范基地”项目验收。全力打造“产地、
销地、集散地”三级市场相互衔接、综合
市场与专业市场相互补充的农产品批
发市场网络。

2022年，重庆交运集团入围国务
院国资委“双百企业”名单，位列“中国
道路运输百强诚信企业”第3位、“中国
服务业企业500强”第302位、“重庆市
100强企业”第37位。

陆丰
图片由重庆交运集团提供

做优客运 做强物流 做大农批

重庆交运集团“改”出新活力“革”出新局面

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在广西友谊关边境口岸通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