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扫码启动器械，硬拉、划船、单车，燃脂
动起来。这不是健身房，而是锦官新城王府井小
广场绿地。为营造良好的大运会赛事氛围，有力
推动城市剩余空间提效增质，展示公园城市园林
绿化节点、亮点，武侯区对总面积2400余平方米
的小广场进行提升打造，通过梳理场地、整理铺
装，有效开敞空间，优化空间布局；通过修剪高大
乔木亮出“新鲜”阳光；运用翠芦莉、南天竹、银叶
菊、熊猫堇等近 20 种植物形成植物花境景观。
最特别的是联合一家健身房打造智能运动场景，
把部分智能健身器械移到了室外。

“以前这个广场锻炼身体的人就多，但当时
也没啥器械，就自己打拳做操。后来广场改造
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就提了想增加运动器械，
简直没想到把这么高级的器械都搬来了！”家住
附近的市民李阿姨是这里的运动达人，她开心
地说，扫码进入微信小程序，不仅可以记录自己
的锻炼数据，还能制定锻炼计划，非常专业，她
现在热情高涨，腿部线条都练出来了。

王府井小广场绿地是一扇窗，彰显出武侯

区公园城市建设的情怀与温度，也是大运营
城、惠民利民的生动实践。武侯区还以立体花
坛、花卉小品、自然花境等布置形式，对城市主
干道、人流丰富的点位周边进行街景氛围营
造，彩化、美化、提升道路景观品质，在打造优
美城市环境的同时，让广大市民也可以推门见
绿、移步入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生态福利，扮
靓公园城市名片。

锦官新城王府井小广场绿地

“碧云童乐角”儿童主题游园

卧龙巷把三国故事搬上墙面，并把草船借
箭整个墙体设计成风铃墙，既有历史感又有创
新性，整条巷子犹如“开放式博物馆”。火车南
站街道锦官新城西区绿地打造了 700 多平方
米的花境造型，并安装仿生萤火虫主题造型灯
饰，变身市民家门口的“生态打卡地”。龙江路
消防站，一面花墙铺满月季，引得路人纷纷驻
足拍照。

武侯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价值导
向，基于自身区域特色，以高水平创造新时代
幸福美好生活为落脚点，充分挖掘城市中被忽
略、未充分利用的剩余空间，探索公园城市示
范区建设中“多、小、精”微空间、新场景的营
造，构筑全新空间，完善功能供给，创造城市惊
喜。2022—2024 年将分批次打造完成 60 处“金
角银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剩余空
间更新利用的武侯经验和示范，加快建成武侯
区高品质人文宜居公园城区。

今年上半年，武侯区 24 处“金角银边”点位
已完成方案设计工作，更多回应群众期盼、充满
创意美感的小空间将陆续上线。同时，2023 年
武侯区还计划打造完成武青西三路社区公园，
建成双楠悦天地、武晋路绿地、花龙门村 3 组小
游园 3 个口袋公园，完成丽都公园、武阳大道永
顺游园2个老公园提升。

武侯区在未来的公园城市建设中，将继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城市剩余
空间、城市绿色空间，挖掘城市内涵，拓展发展
潜能，于细微处提升城市品质，让城市更有颜
值、更有温度。 武侯区公园城市局供图

武侯：让公园城市建设彰显情怀和温度

每到碧云路第十幼儿园放学时，一旁的
碧云童乐角就会格外热闹，家长和孩子在这
里自得其乐，享受一份闲暇时光。生活休闲
区内有石质的、木质的休闲座椅，还设置了多
样健身器材，为接送幼儿的家长提供休闲等
待区域的同时，还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了活
动健身场地。儿童乐园区里设置了跷跷板、
传音筒、跳板等色彩明亮、可爱有趣的儿童游
乐设施，透水混凝土的铺设能够让孩子们在
安全、舒适的环境下尽情游玩。小游园还打
造了科普菜园区，里面种满了葱、蒜苗、莴笋、
茄子、辣椒、番茄、苤蓝等蔬菜，还有桃子树、
蓝莓等果树，鼓励小朋友从小体验生产劳动，
培养良好劳动精神。游园内植物景观四季分
明，采用高大乔木、灌木、花开植物和色叶植
物构建丰富多彩、层次清晰的植物景观。笑

脸状的艺术灯饰、低碳环保的太阳能灯⋯⋯
处处都彰显了绿色低碳的设计理念。

“碧云童乐角”儿童主题游园，位于武侯
区碧云路 106 号成都市第十幼儿园旁，面积
约为 1475 平方米。如此漂亮又功能齐全的
小游园，谁能想到它曾经是一块无人管理、
杂草丛生的荒地？武侯区聚焦城市剩余空
间 利 用 成 效 ，将 城 市 的“ 死 角 ”转 化 为“ 活
角”，将多年来“脏乱差”的闲置用地打造为
可观、可游、可憩的金角银边，为居民群众的
美好生活开“绿景”加“美颜”。

碧云童乐角的命名也别具心思，街道、社
区广泛收集周边居民、幼儿园学生与家长的意
见，从 5 个拟命名中票选。在大家的共同参与
共同见证下，碧云童乐角一步步改造完成，居
民们对这里也有了一种自家游园的归属感。

小广场上的户外健身房、小游园中的儿童乐园、通道里的博物馆、街区里的玻璃
房咖啡店⋯⋯武侯区的“金角银边”能满足你对公园城市、幸福成都的一切想象。一
个个极具创意、融入市井生活的空间打造，赋予城市更多烟火气和人情味，武侯区充
分征求民意，动员居民参与规划，共同创造了无数个“网红打卡点”，也携手呈现了公
园城市里多元的幸福生活场景。

大运营城 打造公园城市运动新场景

全民参与 见证主题游园蜕变每一步

卧龙巷风铃墙

奇思妙想注入更多金角银边

一个老旧的城市社区，如何承载当代年轻
人的美好生活？玉林东路“巷子里”青年创享街
给出了一个满分答案。全透明的玻璃房咖啡
屋、开阔敞亮的空间、遍布小广场的板凳座椅、
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植花卉，无论是老年人、青
年、孩童，无论是常住户还是租户蓉漂，在这里
都能感受到幸福安稳。

“巷子里”场景营造从社区青年人的需求出
发，以玉林巷子文化为纽带，以打造青年人喜
欢、有温度的场景为目标，引入青春潮流与美学
设计。通过“一馆一园一巷一坊”的社区友好聚
活空间场景营造，创建了社区舞台、共享食堂、
童年秘密档案馆、儿童读书角、青年影院、青年
超市、巷子咖啡和助残艺术长廊等生活场景和
消费场景，营造儿童友好、青年创享、老人服务、
特殊群体关爱、文化展示、情感交流、创新创业、
消费体验为一体的全龄友好社区友好聚活生活
场景。街区开展的“席地而坐音乐节”“玉林生
活市集”“慈善大庙会”等文化品牌活动和社区
商业项目，也展现出形态优美、包容开放的社区
场景。

为何“巷子里”的改造如此因地制宜、民心
所向？其实这场改造充分利用了玉林东路社区
属地公益规划师的力量，将专业建筑和景观规

划师与社区专业社工师以及社区居民规划师联
合起来，组成社区规划师团队。通过设计沙龙、
现场勘查、不同居民问卷访谈等方式，一方面对
玉林三巷公园绿地及社区场地形态进行梳理，
另一方面对老年、儿童、残疾人及青年人对社区
活动场地的需求进行梳理，以社区为本，将位于
玉林三巷的社区口袋公园玉东园、巷子边上的
废弃车棚、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有机结合起来，共
同规划设计出玉林三巷“一馆一园一巷一坊”的
社区友好聚活空间设计方案。在此基础上，再
由专业设计师出施工蓝图。

社区规划师 缔造全龄友好理想生活空间

一街一景

17
2023年7月29日 星期六专刊

党报热线：962211 网址：http://www.cdrb.com.cn

玉林东路“巷子里”青年创享街区

责任编辑：范小宇 美术编辑：钟辉 / 责任编辑：范小宇 美术编辑：肖凤

沿着318 国道进入山泉镇美满村，道
路两侧阳台溢出五彩花卉。车辆慢行，
经过一条长长的堡坎时，以月季蔷薇、爬
山虎、三角梅为主的花卉绚烂盛开，铺满
整个阳台后倾泻而下，美丽壮观。这是
山泉镇依托乡村生态本底，推动各村（社
区）将成都城市的浪漫气质与乡村人、
文、地、产、景相结合，打造“天府桃花源”
的一个缩影。

在山泉镇的院落，阳台、院前、路面，
处处都满溢馥郁花香。党群服务中心附
近的文化长廊、社区花园、运动阵地深得
居民喜爱，茶余饭后，大家总喜欢闲坐在
一起，交流养绿心得，共探营造思路。绿
地花园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成为了共享
的“心灵休憩地”。

“美满村阳光充足，可以多种多肉”
“三角梅也好，喜欢阳光，长大后垂在围
墙下，特别好看⋯⋯”在居民的头脑风暴
中，美满村形成了独具风格的“立体式花
海”打造思路。据悉，在城乡治理暨环境
提升攻坚行动实施前期，山泉镇各村（社
区）本着选点合理、强化沟通、厉行节约、
安全建设的原则，多次召开社区坝坝会，
就“如何打造最美阳台”“应当种植哪些
绿植”等问题广泛征求意见。

伴随党建引领“微网实格”治理机制的
深化，美满村还搭建了共商共建平台，充分
激活微网格员、志愿者、社区规划师、民宿
农家乐业主等专业力量，在风格定位、花卉
选择、长效管理等问题上群策群议。

“不仅马路上有风景，推开窗户就能
看到花，各家各户还有自己的风格。”说
起全村的颜值变化，美满村村民有无限
感慨，“环境变美了，不仅自己生活的幸
福感提升了，来山上打卡、游玩的人也越
来越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

目前，美满村“缤纷美满·月月飘香”最
美阳台、古驿社区“驿揽群山·漫游古驿”
社区花园纷纷亮相，山泉镇辖区内景区、旅
游环线、院落内外等处处都是一步一景，花
海与新老建筑交相辉映，如诗如画，成为
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厚植绿色生态本底，塑造公园城市
优美形态⋯⋯龙泉驿区山泉镇正在实践
中不断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贡献更
大力量。

除署名外由龙泉驿区山泉镇供图

“走！到龙泉山看日出！”在
成都，几乎每个周末或假日都有
向朋友发出“到龙泉山看日出”邀
请的年轻人，“到龙泉山看日出”

“夜爬龙泉山”等关键词火爆成都
人的社交平台。而位于山泉镇美
满村东山顶峰的钟家山森林绿道
就是最佳观赏点之一，在这里，游
客们既可以吹拂温柔的山风，又
可以一览蓉城星空、东山日出和
绚丽晚霞。

类似钟家山这样的森林绿
道，在今天的龙泉山上随处可
见。沿着蜿蜒的 318 国道前往
山泉镇桃花故里景区，沿线道路
宽敞、绿植成片，郁郁葱葱的景
色尽收眼底，特色鲜明的精品民
宿、农家屋舍、景区景点等“串珠
成链”。身临其境，便能真切地
感受到乡村田园之美、乡愁记忆
之美、公园城市形态之美。

龙泉驿区第十二次党代会提
出，要珍视龙泉山这一宝贵资源，
抓好生态保育，规范发展精品民
宿等新兴业态，打造观景平台、理
顺望山廊道，让山上看得见城、城

里望得见山。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山泉镇升级功能定位，高质
量建好城市森林公园片区，并力
争把山泉建为成都市城市“生态
后花园”。

“通过生态修复和人工造
林，环境、发展一手抓，我们 3 年
来植树造林 4 万余亩，修建公园
绿道 30 余公里，复建回龙湾、宝
仓湾等人文景致，龙泉山更绿、景
更美、空气更清新。”山泉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

生态环境之变最直观的影
响，是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据悉，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内分布着至
少 500 种乡土植物，还保存了一
定种类和数量的珍稀濒危保护动
植物。而更与山上居民息息相关
的是人气越来越旺，腰包越来越
鼓。这座“城市绿肺”让“看日出”

“露营”“夜骑”等旅游方式持续升
温，山泉镇“水果采摘”“森林徒
步”“非遗民宿”等特色业态备受
青睐。龙泉山观景台、桃花故里
景区、山泉民宿等出行目的地人
气爆棚。

山水人城间的“天府桃花源”
昨晚，成都第 31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在东安湖体育公园盛大
开幕，绚烂烟火照亮的龙
泉山上，满是蜜桃飘香。
就在不久前，CCTV2《消费
主张》栏目播出了龙泉驿
水蜜桃产业专题节目，23
分钟的节目里，梦里桃乡
桃硅谷、山泉镇水蜜桃基
地、宝狮村梦里桃乡等重
要水蜜桃种植区一一亮
相。其中，山泉镇某民宿
推出的水蜜桃衍生产品
让人眼前一亮，水蜜桃饮
品、蜜桃炖桃胶、水蜜桃
泡菜等为水蜜桃的吃法
打开了新世界，让水蜜桃
的甜蜜有了更加丰富的
诠释。

又到一年蜜桃成熟
时，作为龙泉驿区重要的
水蜜桃基地之一，山泉镇
的水蜜桃在长达五个月
的时间里，源源不断地为
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
送上一份份清新与甜
蜜。春看桃花千里、夏尝
蜜桃鲜果、秋赏落叶秋
风、冬眺远景雪山，在山
泉镇，除了品尝水蜜桃的
甜蜜，还能一年四季享受
望山观城的惬意，更能切
身感受到该镇依托生态
资源，发展水蜜桃全产业
链，助推乡村振兴以及居
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的
显著成效。

上午在龙泉山采摘的桃子，在北京
的市民当天就能吃到。这几日，在山泉
镇的水蜜桃园区，每天准时有车辆来拉
走分装好的水蜜桃。“按品种、个头分装
好，运往全国各地。”当地水蜜桃种植户
介绍。

早在 1987 年，现在的龙泉驿区山泉
镇就被定为中国三大水蜜桃基地之一，
龙泉水蜜桃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同年，龙泉山举办第一届国际桃花节。
自此，每年的3月，漫山遍野的桃花如期
而至，桃花节也成为成都人享受春日时
光的一个约定。

老成都人的桃花节是看桃花、打麻
将、吃农家乐。而现在，擦亮水蜜桃产
业金字招牌，做活桃花经济，实现龙泉
山生态价值转化⋯⋯龙泉驿区不断在
实践中寻找答案。

走过大理、丽江，民宿主人刘晓玲
和团队最终找到了理想的民宿之家
——龙泉山。在地理位置位于山泉镇
的半山上，刘晓玲将自己从事民宿行
业 20 多年的经验倾注其中，“来这里
大家可以在美好的环境中赏桃花、交
朋友，更能体验、交流一种关于桃花的
生活美学。”

随着越来越多艺术主题的民宿聚
集在山泉镇，原有的 120 余家农家乐也
早已实现提档升级。此外，该镇还建成
以约上云兮、本原等34家民宿为代表的

“天府桃花源”民宿聚落，新建红花村荒
野乌托邦夜奢露营基地、悦见·野营露
营基地、星光露营基地等消费场景，花
果田园体验馆等特色消费场景也即将
呈现。艺术交流、高端康养、农事体验、
美食品鉴等，让这里成为各地游客打卡
桃花美景、品味桃花生活的最好去处。

此外，建设高标准现代农业产业
园、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全面擦亮“水蜜
桃”金字招牌⋯⋯山泉镇正构建“蜜桃
大园区+枇杷小园区”联动发展新模式，
现已建设大佛精品水蜜桃产业园等4个
现代产业园区，培育“大运桃”“水玲珑”
等本土水蜜桃品牌 ，年产值超 3.5 亿
元。同时，强化科技支撑，与省农科院
等院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大佛社区
建设 300 亩高标准科技示范园区。强化
产品价值，累计推动 5500 余亩早黄玉、
红玉、晚湖景等名优新品种迭代换新。

做足

﹃
桃品牌

﹄
构建桃花生活美学

扮靓

﹃
打卡地

﹄
提升居民幸福感

在龙泉山看日出

刘斌

摄

山泉镇美满村“赶山牧野”星光露营基地

龙泉山三号观景平台

钟家山森林步道

美轮美奂的龙泉山日出

——————龙泉驿龙泉驿龙泉驿区山泉镇区山泉镇区山泉镇提升

﹃
融合度

﹄
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