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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将永久性保留的设施，竹藤园区规划总体设计在现代建筑学语境下，采用大地艺术简约手法，利用“竹茧”创意，
从立体空间到平面空间竹藤编织构图，融合现代竹建筑与传统意境竹景观栈桥，结合传统山水画原理，营造出“游幽篁
凤池，得绿竹神气”的科研型意境展园。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5 月 21 日至 7 月 2 日，在党的诞生地上海市将隆重举行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花卉协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这是首次在岛屿上、乡村中、
森林里举办的花事盛会，崇明区将成为“海上花岛”，“三区、一心、一轴、六馆、六园”百花绽放，精彩演绎“花开
中国梦”，展示花卉事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璀璨华章。

撰文 / 江泽慧
供图支持 / 第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筹备组 

百年迎华诞，花开中国梦

2021 年扬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国际竹藤组织园，采用山
水意境园的设计理念和师法自然的造园艺术，以原竹呈
现鱼型建筑“鱼乐竹馆”，以现代工程竹材建造扬州传
统园林歇山式水榭“韵竹轩”，彰显竹藤独特的自然与
人文风采，将成为秀美扬州世园画卷上浓墨重彩的一道
美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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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8 日， 世 界
园艺博览会将首次落户长
三 角 地 区， 在 享 有“ 三
都”美誉的扬州举办，为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上
贺礼。世园会注重展期与
展后，持久性运营与阶段
性展会以及展会与文旅产
业的融合，以“一园一世
界”为创意，“一轴”“两
脉”“五心”“八片区”
为内容，“园”为媒画大
同心圆，“文”为桥吸引
“朋友圈”；串联周边景
区和乡村，荟萃名城，全
球参与，共享盛会。

“一园一世界”，共享扬州世园会 22
游幽篁凤池，得绿竹神气
—中国第十届花博会竹藤园42

撰文 / 李东旭  汪向荣
供图支持 / 扬州世园会新闻中心
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6“植物钢材”构建绿竹宜居
—扬州世园会国际竹藤组织园

撰文 / 王旭东  解丹  陆文明  吴君琦
摄影 / 丁超  王旭东
供图支持 / 扬州古典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素朴建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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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范少辉
摄影 / 刘江瑞

雄秀双兼话扬州 扬州古城是国务
院 首 批 公 布 的
24 座 历 史 文 化
名城之一，其名
称最早见于《尚
书•禹贡》“淮
海惟扬州”，乃
古代九州之一；
其 建 城 史 始 于

《左传》“吴城邗，
沟通江淮”，至
今 已 有 2500 多
年的历史。古往
今来，扬州以其
历史悠久、古迹
彰明，人文荟萃、
风物繁华，烟花
水 韵、 经 典 园
林，雄秀双兼和
开放包容，串联
起海陆两条“丝
路”，传播着友
好和文明，谱写
着合作共赢的时
代篇章。

撰文 / 黄彪 胡陶 杜进
供图支持 / 黄彪 杜进 吕文欣 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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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维扬文化底蕴
深厚，是江南文脉的重要分支和华夏文化遗产瑰宝。
淮左名都、绿杨城郭、古典园林、古树名木和古运
河等共同构成了扬州城市森林的文化载体，通过发
挥城市森林空间的自然隔离、文化连接和文化支撑
作用，共同营造“古、绿、水、文、秀”的城市绿
化空间，延续古城千年文脉，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

传统与现代，
扬州城市森林建设的文化表达
撰文 / 蔡春菊  王成    摄影 / 刘江瑞
供图支持 / 江苏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清代扬州园林甲于天下，尤以叠石艺术而著称。个园
叠石以画理为原则，采用分峰用石的手法，在咫尺园
林空间内叠成春夏秋冬四季假山；采用中空外奇的结
构，将孤峰置石和群组置石有机结合，物象性假山和
抽象性假山多象相依，成为扬州古典园林叠石艺术的
翘楚，其高超的叠石技艺可以为当代城市园林绿地建
设所借鉴和利用。

“壶天自春”，扬州个园的叠石艺术
撰文 / 徐亮
摄影 / 刘江瑞  王虹军

坐落于扬州邵伯湖畔的沿湖村，拥有 61 平方公里国家级生态保护区，是原生态的百年古渔村。神秘的开捕祭祀仪式、世
代传承的捕捞技艺、寄托信仰的渔家花馒……承载着积淀深厚的渔文化。伴随南水北调工程启动和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
村中渔民全部上岸“退养还湖”；依托资源禀赋，做足“水文章”、深挖“渔文化”、借力“互联网”，转型发展乡村
生态旅游，成为扬州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

撰文、供图支持 /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沿湖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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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森 林 位 于 德 国 西 南
部，是多瑙河与内卡河
的发源地，也是格林童
话故事所有奇妙幻想的
来源地。蒂蒂湖和施卢
赫湖是黑森林中的两颗
明珠。近百年历史的 “三
湖线”铁路，直达黑森
林深处。施卢赫湖镇的
农业发达，民宿兴旺，
民 宿 所 用 食 材 大 部 分
靠自己耕种和养殖。黑
森林山湖之间还专门设
计了徒步旅行和骑行路
线，让旅行者充分亲近
自然、融入自然。

走进德国黑森林，邂逅最美高山湖泊
撰文 / 林航 摄影 / 虞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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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森林资源核算”
研究成果发布

撰文 / 崇明区庙镇乡村振兴办
供图支持 / 崇明区融媒体中心
崇明区庙镇乡村振兴办

上海崇明区庙镇永乐村，兼具海岛特色、江南韵味。改革开放后摒弃“三麦油菜老来青”的传统农业，聚焦“中国藏红
花之乡”名片，打造西红花种植基地、西红花产业研发中心、康养医疗中心、中医药产业发展高地等生态经济发展新业态，
藏红花成了村民的致富花、文明花、幸福花、使命花，灿烂盛放！

崇明永乐村，花路上的新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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