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卉园艺界的“奥林匹克”——2024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

会正在持续开门迎客。这是继1999年昆明、2011年西安后，西

部地区第3次举办世园会，是川渝地区首次举办的最高规格的

园林园艺盛会。

以植物为媒，成都世园会在促进园艺新技术交流互鉴的

同时，也传播着绿色发展理念，碰撞着绿色发展智慧。据悉，

成都世园会展园总数、境外展园数量、协会和企业展园数量均

创历届B类世园会之最；参展城市实现五大洲全覆盖，围绕“公

园城市 美好人居”的办会主题，打造出兼具“时代特征、国际

水平、中国元素、成都特色”的世界花卉园艺盛会。

百园竞开、万花竞放。在春末至初秋的186天里，成都世

园会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宛如走进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唯美画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也来成都体验了一把世

园会的姹紫嫣红。在史军看来，成都世园会是一个非常贴近

生活的科普展示，展园里的很多植物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史

军认为，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要从身边的自然万物

开始，要从像成都这样的公园城市的绿色生活开始，这是成都

世园会传递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然从来没有远离我们，只

是需要我们去亲近它。

亲近花草

树木

找到自己的

﹃
生
态位

﹄

Focus

2024年5月17日
星期五

08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陶令 美术编辑：廖嘉

记者：您提到，成都世园会是一
个非常贴近生活的科普展示，这应
该如何理解？

史军：通常来说，一个好的植
物科普展示里面有 3 分是大家比
较熟悉的植物，剩下 7 分是不熟悉
的植物，这样才能拉近跟受众的
距离，让大家更愿意去了解植物
的知识。

比如，很多人每天早上刷牙都
用薄荷味的牙膏，但薄荷究竟是什
么？薄荷只有一种味道吗？这些
问 题 大 家 可 能 都 没 有 深 入 了 解
过。但是在成都世园会，我看到了
各种各样的薄荷，而且有各种不同
的味道，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另
外，四川人熟悉的藿香、折耳根等
香草植物，都能在这里看见。所以
我说成都世园会是一个非常贴近
生活的展示，让大家能够看到熟悉
生活的陌生面，这样的展示，让人
感觉非常舒服。

记者：成都世园会给您印象极
深的是“生活”？

史军：是啊，我们在展园里看
到的很多植物实际上都与生活息
息相关。不管是园林造景植物、
绿篱植物，抑或是芳香植物、蜜源
植物，都跟人类生活贴得非常近，
这些植物通常就在我们家门口，
整体给人的感觉非常闲适，有烟
火气。走进一座园，就像走进了
当地人的生活。

说实话，了解植物、动物和大自
然，不是非要深入雨林、荒漠、大草
原，也不是非要去遥远的地方，其
实，在我们身边就能看到各种各样、
多姿多彩的绿色生命。重新理解人
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要从身边的自
然万物开始，要从像成都这样的公
园城市的绿色生活开始，我想这就
是成都世园会给大家传递的一个核
心理念——自然从来没有远离我
们，只是需要我们去亲近它。

5 月，成都繁花似锦。花卉园艺界的“奥
林匹克”——2024 年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正
在持续举办，五洲奇珍异草同园竞放，吸引了
众多园林园艺爱好者前往观赏，史军便是其
中一位。

落地天府国际机场后，史军马不停蹄地
奔向成都世园会主会场。入口处，矗立的三
片巨大的“芙蓉花瓣”预计年雨水收集量约
2500 吨，可满足园区 2 公顷绿地的日常浇灌
用水需求；主展馆采用分散空调，预计全年可
节约电量 6 万千瓦时；“悬湖漱玉”瀑布景观
的打造，基于原有地貌特征“顺势而为”⋯⋯
漫步于万花绽放、草木葳蕤的园区，可谓一步
一景观、一园一风光。

次第进入视野的“黄河”沿岸西北风光、幽
静秀雅的“江南”竹林、争奇斗艳的珍稀植物和
花卉创新品种，以及多姿多彩的国际展园，绿色
发展理念焕发出新时代的异彩，带给史军强烈
的视觉冲击。一路逛、一路拍，史军走遍了成都
园、重庆园、上海园、福州园等多个特色园区，真
觉得大饱眼福。史军与植物打了十多年交道，
但现场一些“神奇植物”也令他直呼“第一次见
到”，比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四川本土特有物
种——岷江百合。

就在成都园，这棵高大的岷江百合开得非
常漂亮。史军说，一直以来他虽然知道岷江百
合这个物种，却从未亲眼见过。岷江百合是一
个特别知名的花卉园艺种植资源，是现代百合
繁育的“基因宝库”，对现代百合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100 多年前，号称“植物猎人”的英
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来到四川，为岷江百合的芳
香和美丽深深折服，后来他将岷江百合的种子
带回欧洲，经过无数次杂交和培育，终于形成了
我们今日所见的现代观赏百合。

逛完一圈下来，史军对世园会最深的感受
是两个字——“生活”，他由衷感叹：“这是公园城
市最好的生活状态。”

“这是公园城市最好
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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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成都，花意正浓。行走
在成都街头，仿佛行走于一片片花
海，置身于美丽的画卷。点缀在街
头巷尾的蓝花楹如梦似幻，淡雅的
紫色花瓣随风轻轻摇曳，仿佛在低
语着春天的秘密；三角梅毫不逊
色，花瓣层次丰富，色彩艳丽，宛如
火焰般热烈。缤纷的色彩，在成都
交织成一曲动人的初夏赞歌。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府
新区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公园城
市理念。202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
城市示范区。在这几年的实践中，
成都以公园城市为“形”，以新发展

理念为“魂”，以高质量发展为导
向，努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
展新路。一座座公园悄然生长，走
进成都人的日常，一年四季，各色
花卉盛开，赏花逛园成为成都人喜
爱的消遣方式之一。在成都，公园
城市是诗意栖居的追求，更是美好
生活的体验。

史军被这座公园城市深深吸
引。他告诉记者，成都被称为“天
府之国”，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孕育出丰富的植物，蜀葵、杜
鹃、珙桐等蜀地植物影响了世界，
可 以 说 成 都 周 边 开 出 了 世 界 之
花，这也是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

先天优势。在史军看来，成都的
公园城市建设最主要的特点是服
务于功能，“它的核心出发点是看
人舒不舒服，生活气息很浓，这与
成都的城市性格非常相似。成都
建设公园城市，无论对市民还是
游客，都是一件好事。我在成都
这几天，随处可以看到很多花花
草草，种类非常丰富，这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了人居的舒适度。”

史军坚信成都的公园城市建
设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因为在他
看来，“成都人的生活中植物不会
缺位，而这里的植物也在为人们的
美好生活蓬勃生长。”

在春末至初秋的 186 天里，成
都世园会将集中展示来自世界各
地的特色花卉植物以及园林园艺
精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
成都世园会，就走进了一片姹紫
嫣红、共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唯美画卷，共享生态文明发展的
生动成果。

成都世园会以植物为媒，在促
进园艺新技术交流互鉴的同时，也
传播着绿色发展理念，碰撞着绿色
发展智慧。植物不仅是地球生态
系统的重要基石，更是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关键支撑，它们为我们提供
食物、氧气，用柔弱的身躯维系着
生态文明。如今，地球上生活着大
约 37 万种植物，有的存在了千年
万年，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变

迁。但史军告诉记者，我们研究植
物，不过200余年。

在史军眼中，植物不是一种沉
默、静止的存在。他认为，植物虽
然无法像动物那样通过声音或动
作与人类直接沟通，但它们有着特
殊的交流方式，比如说，可以通过
释放化学物质、改变颜色或形态等
方式来传递信息。

“我们与植物之间的这种交
流是微妙而复杂的。”史军说，植
物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
用心去观察和感受，才能发现它
们所传递的智慧。“植物独特的生
存智慧，可以为人类发展提供很
多启迪。比如，不同的植物在漫
长的演化过程中，适应了各自独
特的资源组合，我们称为‘生态

位’，好比银杏、芙蓉等成都的特
色植物，不是成都选择了它们，而
是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
的‘生态位’，得以在这片土地上
旺 盛 生 长 。 我 们 也 应 该 学 习 植
物，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追求更
好的发展。”

史军说，随着人们对植物更
深入地了解，也许会利用基因工
程等新技术，培育出更高效的为
人类提供营养和能量的植物，甚
至能对生态污染进行有效治理的
植物。“我们今天倡导的人与自
然、人与植物和谐共生，不仅仅是
为了保护植物和大自然环境，更
是为了保护人类的未来。我们与
植物已经相守了几百万年，未来
还将继续相依为命。”

“植物独特的生存智慧带给人启迪”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王茹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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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花草草提升了人居舒适度”

对话

记者：本次世园会以“公园城
市 美好人居”为主题，将持续至 10
月28日，您觉得长达186天的会期，
世园会将为成都带来什么？

史军：除了展示最新的园林技
术、现代园林设计典范以及新品种
园林园艺的表现性能，最重要的一
点，世园会将成为更多市民、游客了
解植物的窗口。通过参观世园会，
大家可以认识各种植物，可能有一
天在日常生活中，会突然发现身边
的植物在世园会中看见过。这种认
识，是喜欢植物的开始，也是进一步
了解不同植物、花草以及它们所处
的生态系统的起点。

当大家开始认识并喜欢上生活
中的植物时，便会逐渐热爱整个城

市的生态系统，对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市民
的主动参与对推动成都建设公园城
市示范区非常重要。

记者：您如何看待公园城市示
范区建设中的城市绿化？

史军：显而易见，目前成都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已经取得了
很好的成果。就我个人的理解，
城市绿化的终极目标，是尽量少
用人力来干预自然界，形成一个
完整、有机的生态循环。据我所
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
物园物种保存数量超过 1 万种 ，
至今没有任何虫害暴发，园子里
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
态循环。

记者：在科技元素的加持下，成
都世园会打造出许多“园艺+科技”
的奇妙场景，您认为这会不会是园
艺发展的未来趋势？

史军：在世园会，我们可以看到
科技与现代园艺种植技术的融合、
与传统园林造景之间的结合，为大
家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比如，
参观一些传统园林时，会看见旁边
配备了喷灌滴灌设备，这就是现代
园艺技术与传统园林的巧妙融合。
不仅如此，现在的园林园艺品种，很
多都是科技的产物，例如以前大家

都觉得兰花是难以养活的植物，但
在成都世园会，你发现兰花在路边
随处可见，并且生长得十分茂盛。
这是因为我们的育种技术不断迭代
升级，让兰花变得越来越皮实，能够
适应各种环境。

我 想 强 调 的 是 ，如 今 的 园 艺
植物生产、农作物生产，早已不再
是农耕时代的简单模式。现在的
种子，每一代都是经过精心设计
的，这就是科技的魅力，因此，我
认为种子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最宝
贵的财富。

一个非常贴近生活的展示

种子是最宝贵的财富

打开一扇爱上植物的窗口
成都园竹影巷，红领巾讲解员为游客讲解

史军

受访者供图

成都园里游人如织

游客在成都世园会主会场上海园里游览

对盆景进行修枝。川派盆景是温江分会场的特色主题

痴迷川派盆景艺术的加拿大人白熊在参观
英国伊丽莎白花园

中科院植物学博士逛世园会

体验公园城市绿色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