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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园林绿化建设：打造生态宜居之城的绿色画卷

杨茜茜1Ǔ王亚强2Ǔ陈雨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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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文章围绕常州园林绿化建设展开，阐述其发展历程、规划理念（包括整体规划与生态考量）、多样化建

设形式（城市公园、街头绿地与小游园、道路绿化、滨水绿化）、植物选择与配置的科学性（以本地植物为主、适度

引进外来物种、兼顾艺术性与功能性）、文化融合（挖掘历史文化元素与体现现代文化元素）、建设与管理并重（质

量把控与养护管理）、社会参与和公众意识提升，指出常州园林绿化建设成就显著，为居民创造优质生活环境，推动

城市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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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园林绿化建设已成为衡量城

市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关键要素。常州，这座充满活力的

城市，在园林绿化建设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成效，为居

民创造了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整

体形象和竞争力。*

2��常州园林绿化建设的历史沿革

常州的园林绿化建设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从江南

古典园林的雏形到近代城市建设中的公共绿化，历经岁

月变迁。早期的常州园林以私家园林为主，体现了江南

水乡独特的造园艺术，亭台楼阁、水榭回廊与花草树木

相互映衬，展现出精致典雅的风格。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启动，公共绿化开始起步，城市公园等绿化空间逐渐成

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这些早期的实践为现代园林绿化

建设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和实践基础。

3��规划先行：科学引领园林绿化建设

3.1  整体规划理念
常州在园林绿化建设中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以城

市总体规划为蓝本，结合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人文历

史资源和发展需求，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园林绿化规划。

规划涵盖了从城市宏观层面的绿地系统布局到微观层面

的公园、街头绿地等具体设计，力求实现城市绿地的均

衡分布和功能完善。

3.2  规划中的生态考量
在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生态平衡。依据生态学原

理，规划了多样化的植物群落，注重本地植物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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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绿地的生态稳定性。同时，合理规划城市水系与

绿地的关系，形成水绿交融的生态网络，增强城市的蓄

水、防洪、净化空气等生态功能，为城市生物提供适宜

的栖息环境。

4��多样化的园林绿化建设形式

4.1  城市公园建设
常州的城市公园数量众多且各具特色。以红梅公园

为例，它作为常州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公园，占地面积达

34.64公顷。公园内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
大片的开阔草坪犹如绿色绒毯，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

的理想空间，无论是野餐、放风筝还是举办各类户外活

动都非常适宜。茂密的树林中，树木种类繁多，有四季

常青的香樟、姿态婀娜的垂柳等，形成了天然的绿色氧

吧，空气清新宜人，负氧离子含量高，为市民的健康休

闲提供了保障。其中的文笔塔更是承载了常州深厚的文

化记忆，这座始建于南朝齐梁时期的古塔，是常州现存

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塔身古朴典雅，周边环绕着精心修

剪的花卉植物，与古塔相互映衬，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文

化氛围。每逢节假日，公园内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

活动，如民俗展览、传统戏曲表演等，吸引大量市民和

游客前来，年游客量可达数百万之多，成为常州文化旅

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中华恐龙园则是园林景观与主题文化巧妙结合的典

范，作为全球知名的恐龙文化主题公园，它在园林绿化

方面独具匠心。园内巧妙地将恐龙雕塑、仿真场景与

丰富的植物配置相结合，营造出神秘而富有吸引力的氛

围。在恐龙化石展示区周围，种植了高大的苏铁等古老

植物，模拟恐龙时代的生态环境，让游客仿佛穿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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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游乐设施周边的绿化设计更是精妙，不仅保障了游

客的安全，还与整个园区的风格相协调。例如，过山车

轨道周边以低矮的灌木和草坪为主，既不妨碍游客的视

线，又能在视觉上起到缓冲作用。这些绿化设计使游客

在游玩刺激游乐设施的同时，能感受到园林之美，极大

地提升了城市的旅游吸引力，年接待游客量在千万人次

以上，对常州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4.2  街头绿地与小游园
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街头绿地和小游园，是常州园

林绿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位于市中心某街

角的小游园，原本是一块面积仅约500平方米的闲置空
地。经过精心设计，这里被打造成了充满生机的绿色空

间。园内以香樟为主要乔木，其枝叶繁茂，为小游园撑

起了一片绿色的天空，夏季能有效遮挡烈日。桂花、紫

薇等花卉树木穿插其中，不同季节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

花香，春季紫薇花开，满树繁花如粉色云霞；秋季桂花

飘香，整个游园都弥漫着甜美的香气。游园中还设置了

座椅、健身器材等便民设施，座椅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人

体工程学，为市民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此外，还巧妙

地利用地形高差营造了小型的水景，潺潺流水从假山上

流下，形成一个小型瀑布，周边环绕着菖蒲、睡莲等水

生植物，不仅增加了景观的趣味性，还为小游园带来了

灵动的气息。这个小游园成为周边居民日常休闲健身的

“绿色客厅”，每天都有大量居民在此休憩、锻炼，极

大地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成为城市精细化建设

的一个亮点。

4.3  道路绿化
城市道路绿化是常州展现城市风貌的绿色走廊。像

中吴大道的绿化工程堪称经典，在主干道绿化中，采用

了乔、灌、草相结合的多层次种植方式。高大的香樟树

作为行道树，平均胸径达到30厘米以上，树冠饱满，为
道路撑起了绿色的穹顶，其茂密的枝叶能有效降低交通

噪音，吸附灰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道路周边的空气

质量。中层的红叶石楠、金森女贞等灌木，修剪成整齐

的绿篱，高度约60-80厘米，增加了绿化的层次感，其鲜
艳的色彩在四季中都非常醒目。地面的草坪选用了耐践

踏的马尼拉草，与花卉如矮牵牛、三色堇等相互搭配，

形成色彩斑斓的花带。在中吴大道的绿化改造完成后，

道路周边的环境得到了显著提升，灰尘量降低了约30%，
噪音污染也明显减少，为周边居民和过往行人创造了更

加舒适的出行环境。

延陵西路则是一条以樱花为特色的景观大道，每到

春天，道路两侧的樱花竞相绽放，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公

里的樱花大道。这里选用的樱花品种主要是染井吉野

樱，花朵呈淡粉色，盛开时满树繁花，花瓣如雪般飘

落，形成如梦如幻的美景。在樱花花期，每天吸引大量

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成为城市的热门打卡地，也

带动了周边商业的繁荣发展，周边的商家在樱花季的营

业额平均增长约20%。
4.4  滨水绿化
常州水网密布，滨水绿化建设独具魅力。以新运河

滨水绿化为例，沿着运河两岸建设了总长度约20公里的
滨水公园和绿带。这里注重亲水性设计，在靠近水面的

一侧设置了宽敞的步行道，宽度达到3-5米，采用了防
滑、透水的材料铺设，方便市民散步、慢跑。每隔一段

距离还设置了观景栈桥，栈桥延伸至运河中心，市民可

以沿着步行道散步，欣赏运河两岸的风光，也可以在栈

桥上驻足，近距离感受水景。在植物配置方面，通过种

植菖蒲、芦苇等水生植物和垂柳、水杉等耐水湿植物，

构建了滨水生态系统。菖蒲和芦苇等水生植物形成了密

集的群落，能够有效过滤水中的杂质，提升了水体的自

净能力，使得运河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水中的溶解氧

含量提高了约20%。同时，这些植物为鱼类、鸟类等生物
提供了栖息之所，吸引了大量白鹭、野鸭等水鸟在此栖

息觅食，丰富了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一幅生态和

谐的画卷。

5��植物选择与配置的科学性

5.1  本地植物为主导
常州在园林绿化建设中以本地植物为主要选择对

象。本地植物对本地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具有良好的

适应性，成活率高，养护成本低。常见的本地植物如香

樟、垂柳、桂花、紫薇等在城市绿地中广泛应用，这些

植物在不同季节展现出独特的景观效果，构成了常州四

季有景的绿色基底。

5.2  引进适宜外来物种
在充分利用本地植物的基础上，适度引进一些经过

筛选的外来优良植物品种，以丰富植物景观。例如引进

一些色彩鲜艳、花期独特的花卉植物，与本地植物相互

搭配，增加了植物景观的多样性和观赏性。但在引进过

程中，严格遵循生态安全原则，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本

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5.3  植物配置的艺术性与功能性
植物配置注重艺术性和功能性的统一。在公园、游园

等休闲场所，通过色彩搭配、高低错落等手法营造出优美

的景观效果。在一些需要防护功能的区域，如工业区与居

住区之间，选择具有滞尘、隔音等功能的植物进行密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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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绿色防护屏障，保障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

6��园林绿化建设中的文化融合

6.1  历史文化元素的挖掘与呈现
常州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园林绿化建设中

巧妙地将这些文化元素融入其中。在青枫公园中，展示

了古代水利工程遗址，通过景观营造和解说系统，让游

客了解常州的历史文化。在植物配置方面，选择与文化

寓意相关的植物，如梅花象征高洁，种植在文化氛围浓

厚的区域，增添文化内涵。

6.2  现代文化元素的体现
同时，积极融入现代文化元素。在一些新建的公园

或绿地中，设置现代艺术雕塑、文化长廊等，展示常州

的现代科技成就、民俗文化等内容。利用灯光秀、音

乐喷泉等现代景观设施，打造具有时代感的夜间园林景

观，吸引市民和游客，使园林绿化成为传播城市文化的

重要载体。

7��建设与管理并重：保障园林绿化质量

7.1  建设质量把控
在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从苗

木质量的筛选、种植土的改良到施工工艺的规范，都有

严格的标准和监督机制。建立了专业的质量检测队伍，对

绿化工程的各个环节进行检测，确保苗木的成活率和绿地

的景观效果。对于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工程，责令整改，保

证每一项园林绿化建设项目都能达到高质量标准。

7.2  养护管理体系
完善的养护管理体系是常州园林绿化保持良好状态

的关键。建立了分级养护管理制度，根据绿地的重要性

和规模，制定不同的养护标准和经费投入。养护工作涵

盖了浇水、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各个方面，采用

先进的养护技术和设备，提高养护效率和质量。同时，

加强对养护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专业素养，培养了一支

高素质的园林绿化养护队伍。

8��社会参与和公众意识提升

8.1  公众参与园林绿化建设
常州积极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园林绿化建设。通过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市民花园共建等项目，让市民参与到

绿地建设中来，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公园、

绿地的设计过程中，广泛征求市民意见，根据市民的需

求和建议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使园林绿化建设更符合

市民的利益。

8.2  环境教育与公众意识培养
加强环境教育，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对园林绿化

的重视程度。在学校开展园林知识普及课程，在公园设

置环境教育宣传栏和科普馆，向市民和游客宣传园林绿

化的重要性、植物知识和生态保护理念，引导市民爱护

花草树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和保护园林绿化的良好

氛围。

9��结论

常州的园林绿化建设在规划、建设形式、植物配

置、文化融合、建设管理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都展现出

了高水平的发展态势。通过持续的努力，城市的绿色空

间不断拓展，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文化内涵日益丰富，

为居民提供了优质的生活环境，也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绿色基础。未来，常州将继续秉持绿色发

展理念，不断创新和完善园林绿化建设，向着更加生态

宜居、富有文化魅力的城市目标迈进，让这张绿色画卷

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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