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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 16.8公里巢湖黄金岸线上的合肥滨

湖国家森林公园，蓝天白云相映成画，万亩水网

森林绿意叠荡。树的年轮镌刻下这座公园的成

长印记。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退耕还林的人工

林。借势合肥环巢湖生态建设大潮，滨湖国家森

林公园于 2012年 8月启动建设。目前，公园内的

植物品种由建园初期的 280多种增至 681种，景

色秀美宜人。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公园管理运营方负责

人方彪的“生态梦”，也是合肥绿色发展的缩影。

绿色，是普惠的民生福祉。1992年 12月，合

肥被授予全国“园林城市”称号，是首批三个（北

京、合肥、珠海）国家园林城市之一，也是第一个

获评国家园林城市的省会城市。多年来，合肥逐

绿的步伐不止。

近年来，合肥市加快构建林城相融、城湖

共生、城在园中的城市绿色新形态，城市绿地

布局均衡发展，绿化建设稳步提升，生态体系

更加完善。合肥也是全国首个一座城区内拥有

两个国家级森林公园的城市。

“推窗见绿、开门见景”是合肥市民的向往，

“城在园中，园在城中”更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规划先行，先底后图，满足百姓需求

在合肥园林绿地的建设过程中，一直秉持

规划先行、先底后图的思路，尊重自然、地理与

人文特征，以科学合理的园林绿化格局引导城

市空间有序拓展，打造凸显合肥特色的市域绿

色空间体系。

1958年，合肥编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版

城市总体规划，根据江淮丘陵地区的特点，将

田园、绿地从三个方向楔入市区；1979 版合肥

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提出“一核三翼、风扇布局、

绿环绕城、田园楔入”的城市规划格局。

2008年，合肥市编制完成 《合肥市城市绿

地系统规划》，在环城公园之上，构建了“依

山傍水、环圈围绕、田园楔入、珠落玉盘”的

绿地系统。

2011年，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合肥由环城

时代进入环湖时代，开始精心编制新一轮绿地

系统规划。2014 年 9 月 25 日，全国绿化委员

会、国家林业局正式授予合肥“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

2020年，合肥启动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编制，同步开展绿地系统规划编制。按照“传

承经典、守正创新”的指导思想，立足合肥新时

期发展阶段特点，从城市形态、结构、中心体系

三个方面强化规划引领。

城市形态方面，合肥规划以经典的风扇形

态为基础，结合近年来城市空间发展态势，提出

水源地绿楔、滨湖绿楔、紫蓬山绿楔三大绿楔，

形成了“田园楔入、星状放射”空间形态，引导城

市空间合理拓展。

城市结构层面，规划基于江淮分水岭地区

的地理特征，构建向湖而生的高品质脉络空间，

形成三级生态廊道网络，促进形成“多中心、组

团式、网络化”的城市结构。

在城市中心体系规划中，借鉴公园城市理

念，注重“公园+”，依托“群湖”构建“群心，沿湖

集中布局大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商业商务设

施，形成蓝绿环绕、功能集聚、充满活力的城市

公共活动中心。

近年来，合肥市先后完成《合肥市域空间绿

道网络系统建设总体规划》《环巢湖“金项链”景

观绿道总体规划》《合肥市湿地保护利用规划》

《合肥市湿地公园发展规划》《合肥市城市生态

网络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做细做足

绿文章，城市风貌与生态美景交织相融。

城市“边角料”变身家门口的口袋公园

在合肥，除了科学的编制规划和顶层设计，

在不起眼的街角绿地，匠心雕琢和巧思设计也

是层出不穷。

位于合肥金寨路与水阳江路东北角的劳

动公园，游步道两侧高大的香樟树在上空围

拢，入口处一座工业齿轮雕塑小品，镌刻着这

座城市的工业记忆，儿童游乐区传来一片欢声

笑语。

70 岁的市民伍先生闲暇时总爱来这里转

转，这片公园的“前身”是安徽丝绸厂，曾是他工

作了半辈子的地方。如今，厂区的身影早已湮没

在岁月中，取而代之的是家门口的一片崭新生

活空间。令伍先生欣慰的是，厂里的 40 棵香樟

树在公园建设时被完好地保留下来。

曾经的工业厂区退出历史舞台后，“摇身

一变”成为集绿色生态、情感记忆、建设休闲的

社区邻里公园，一度荒芜的场地焕发新活力。

城市开发中往往会形成一些“边角料”地

带，这些空间往往小而零散。近年来，合肥不断

建设百姓身边的口袋公园，满足市民多元化公

共活动需求。

位于合肥市瑶海区繁昌路高架桥下的体育

公园，总面积近 7400 平方米，这里原本是闲

置地块，光线不足，绿化成活率低。近年

来，瑶海区投资近 500 万元，将高架桥下难

利用的空间打造成体育公园。公园内含两块

标准篮球场、 6 个羽毛球场以及若干乒乓球

桌、健身器械、儿童游乐设施，附近居民利

用假期来此健身。

不远处的银领时代花园小区西侧有总面

积约 3200 平方米的零星地块，西边地块与人

行道有 1.7 米落差，东边用铁艺围墙与小区进

行隔离，给市民感观带来视线遮挡。经过改造

后，成功串联起三大活动空间，利用场地落差

打造阶梯式植物景观，形成小区居民家门口的

口袋游园。

目前，合肥建成 89 个综合公园、192 个社

区公园、18 个专类公园、231 个游园，实现了市

民 500米见园，用小公园、小游园连起大民生。

还绿于民，见逢插绿，补齐城
市绿化短板

除了打造星罗棋布的公园游园让居民尽

享福利，近年来，合肥还见缝插绿，建设零星

绿地，建立绿地资源信息管理系统，把废地变

绿地、痛点变亮点，更好满足市民多样化出

行需求。

合肥巢湖南路与郎溪路交口东南角，一块

印刻着“南淝河码头公园”字样的石块静置在

公园入口处。“码头”记录着这片区域曾经的

功能属性，“公园”是近年来这里的可感变化。

依临南淝河的合肥新港砂石货场码头建设

于 1997年，一直承担水运建材功能，此前，区域

环境脏乱差。随着南淝河右岸环境整治项目启

动，当地建设生态廊道、湿地缓冲带，提升防洪

边坡景观，如今的南淝河右岸一湾清水、两岸新

绿，成为滨水生态绿廊。

每到夏季，位于合肥老城区内的杏花公园

里荷花竞相开放，引来市民游客观赏游玩。杏花

公园于 1997年建成，被誉为合肥环城公园这串

“翡翠项链”上的璀璨明珠。

自 2019 年杏花公园水环境治理工程完工

后，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循环及水生态系

统构建等工作依次开展，生态环境的改善让这

座老公园愈发与众不同。同时，园区水域周边配

套建设绿化工程，提升园区滨水景观，打造了临

水的城市阅读空间。

如今，杏花公园内水面清澈见底，水生植物

清晰可见，市民在园中或健身锻炼、或信步游

玩，或静心阅读，或登船游湖，如田园牧歌般惬

意。庐阳区还在道路转角处减少乔木，避免遮挡

视线；增加低矮灌丛球体中层植物组团搭配及

花卉植物，进一步活化闲置绿地，提升城市形

象、提高人居环境。

连旧货场也建成了新景区。合肥蜀山区南

门库货场始建于上世纪 70年代初期，是 18公里

铁路专用线—合肥市金属公司货场。随着新铁

路不断修建，南门库货场逐渐退化为杂货仓

库、驾校和棚户区，现场污水横流、杂草丛生。

2012年，合肥市启动南门库片区综合整治

项目，从谋划、设计到施工历时一年。目前，新公

园修复场地生态，卸除土地上的混凝土枷锁，

拓展健身游憩等功能，被打造成集生态、文化、

休闲、运动为一体的公共开放绿地。

此外，合肥市坚持规划引领，尊重自然、地

理与人文特征，因地制宜实施立交桥、高架桥

桥体、桥墩、硬质护坡等的立体绿化。同时，实

施“拆围透绿”工程，对部分景区公园进行围

挡、围墙拆除，让绿于民、还绿于民。

目前，合肥市城市社会绿化水平逐步提高，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达 86.30%，城市道路绿化达

标率为 85.32%，园林式居住区（单位）达标率为

71.75%，立体绿化实施率 19.80%，各项指标达标

率均已达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湿地修复、保护引来游人如织

金秋时节，位于合肥市肥东县南部的十八

联圩湿地，水下有鱼、水中有草、水上有鸟的

自然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除了城市里的园林打造，巢湖边的湿地生

态修复与保护工作也成为合肥市生态文明建设

的标志性工程和靓丽名片。

该湿地南接巢湖，总面积约 27.6 平方公

里，位居环巢湖十大湿地之首，起到保护巢

湖、改善其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湿地一二三

期工程已建成，四期蓄洪区工程于去年 9月开

工。洪水来袭时，这里是蓄洪“大水缸”；平

日里，化身生态“净化器”，装点出一道道生

态风景线。

穿合肥而过的南淝河曾是环巢湖入湖河流

中治理难度最大的河流。在生态修复过程中，

十八联圩生态湿地在蓄洪区打造面积 13.6平方

公里的生态湿地，并新建湿地总进水闸，将引

进的南淝河水通过湿地进行净化，再排进巢

湖，每年约消减总磷 27%、氨氮 30%。

近年来，合肥科学开展湿地修复，以自然

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尊重原生态，因地

制宜优化湿地植被结构。2022年 7月，合肥环

绕巢湖建设十八联圩等十大湿地，总面积达 100
平方公里。十大湿地串珠成链，筑牢巢湖水安

全、水生态重要屏障。当湿地生态效益逐步显

现，东方白鹳、黄胸鹀、青头潜鸭、小天鹅等众

多珍稀鸟类均选择十八联圩生态湿地作为迁徙的

“驻足点”与“中转站”。

近日，巢湖北岸的千亩红杉林呈现一片深

绿，比喧嚣的市区更早一步感知到时节变化。四

年前，这里是一片少有人问津的滩涂之地。如

今，12 万余株杉树苗木在这里串联成景，成为

环巢湖岸线上的网红打卡地。

时间倒回 2019 年初春，合肥市包河区连续

克服 50余天的雨雪冰冻极端天气，在 3个月内完

成地形、水系整理及湿地植物栽植等工作，高标

准推进十五里河河口湿地红杉林生态修复、苗木

栽植、绿化养护等任务。

红杉林兼具涵养水文、调节气候、生物栖息

功能，以落羽杉和池杉为“主景”，点缀着乌

桕、垂柳，枫杨，刺槐等树种。每逢节假日，前

来骑行、垂钓、观光、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

社会共同参与，反哺绿色发展

合肥市为市民谋绿色福利，市民也积极投身

园林绿化及相关科普工作。

8 月下旬，一场湿地保护科普宣教进社区

活动在合肥市肥东县梁园镇开展，身着蓝马

甲 的 青 年 志 愿 者 和 居 民 、 少 年 儿 童 密 切 互

动。市民参与湿地展板寻宝答题、湿地连字

成句小游戏、湿地知多少竞答、湿地闯关赛等

趣味环节。

此次承办单位之一、肥东管湾国家湿地公

园工作人员说，活动让市民在轻松愉悦氛围

中了解湿地知识和合肥市湿地保护工作，助力

推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该湿地公园以管湾湖为主体、陂塘群为亮

点，量身定制公园科普宣教解说系统，建立室外

标识标牌系统和自然课程解说系统和知识结构。

在大中小学生校外实践和研学活动中，公园讲解

员和志愿者从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湿

地科普。

“巢湖边上的蓝藻以铜绿微囊藻为主，蓝藻

是单细胞，生物，没有细胞核。目前对于蓝藻

的治理主要分为综合治理、生物治藻、科技治

藻……”在位于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内的蓝藻科

普馆，每周开放时间段内，团体接待预约火

爆。青年讲解员向前来的青少年生动地讲解相

关知识。

近年来，合肥全市建设湿地科普基地 9 个，

省级以上自然教育基地 6处，设计自然教育课程

18套。常态化开展“湿地志愿服务行”“公民科

学活动”“巢湖观鸟节”“最美湿地摄影大赛”等

品牌活动，形成关心湿地、重视湿地、保护湿地

的良好氛围。

在合肥，大学生志愿者、市民还积极参与公

园、河流管理工作。

去年暑期开始，合肥市瑶海区以花冲公园、

和平广场作为瑶海区与合肥工业大学校地共建合

作开辟“第二课堂示范实践基地”，提升公园管

理服务水平和市民游客游园体验度。

大学生市民园长将参与公园日常管理，每周

不少于 5小时，协助公园管理人员对游客游园秩

序进行引导，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助力公园

设施维护、绿化养护、环卫保洁等，积极参与公

园“市民园长服务日”、园学课堂活动等志愿活

动等。

合肥市望湖公园是市民李先生和家人亲近自

然的首选地。如今，他有了新职责——作为市民

园长，参与公园日常管理。今年 5月，合肥包河

区举行首批市民园 （林） 长、市民河长授聘仪

式，共 100人受聘，覆盖 5个公园和 10条河流。

市民园 （林） 长、河长按照“公开招募、自

愿报名、择优录取、定岗服务”的招募原则，将

改善城市河、湖的管理模式，及时引导广大市民

更多参与公园和河流环境的建设、维护和管理

中，反哺合肥绿色发展。

合肥：
我家住在公园里 推窗见绿、开门见景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