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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深研究

2011年， 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
植物与观赏园艺硕士研究生毕业的
柴思宇进入中山公园工作。第一年，
她负责核对郁金香种球的品种和数
量，看着一颗颗种球栽到地里，在第
二年春天竞相绽放， 她感到肩上的
担子沉甸甸的。 但这反而给她更大
的动力。从第二年开始，她正式参与
郁金香花展的设计。

全世界拥有8000多个品种的郁
金香， 每年种球公司会发来200多
种产品目录 。 但产地在荷兰的种
球， 漂洋过海后在中国的土地上定
植， 因土壤、 气候、 光照条件等因
素不同， 长出后可能会和产品介绍
存在很大差异。

在盛花期， 柴思宇每天都会早
早到公园， 将近100个品种郁金香
的开花、 盛花、 花谢时间、 株高、
群体效果和生长情况等7项1000余
个数据一一记录 。 对于新引入品
种， 她会先进行小范围试种， 并给
予格外关注。 2015年， 柴思宇发现
试种的 “王朝” 和 “班雅” 两个品
种， 一个是粉白复色， 一个是黄红
复色， 如果相邻种植颜色接近， 层
次不清、 展示效果不好。 仔细分析
原因后， 第二年她调整设计， 用明
亮的黄色把两个品种分隔开， 彩虹
般清晰的花带， 吸引了大量游客。

年复一年的观察积累， 柴思宇
把近３００种郁金香品种的株高、 花
期、 花型、 颜色、 中英文品种名称
都储存在大脑里。 设计时， 她对几
百个郁金香品种的运用信手拈来，
进行多个主题的排列组合， 便捷得
就像使用计算机提取资料一样快
捷， 保证设计年年推陈出新、 岁岁
主题鲜明。

精心绘美景

柴思宇说： “郁金香花展的设
计 ， 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排兵布
阵。 什么品种用在哪个位置， 谁和
谁在一起用， 什么时候用， 都有讲
究， 丝毫马虎不得。”

每年她需要从近３００种球根花
卉中挑选出合适的进行合理搭配，
创作出全园7000多平方米的花卉景
观。 设计时， 既要统筹考虑花展主

题和不同景区花期的安排， 又要对
每个景区内同一花期品种的色彩、
株高进行合理搭配； 既要考虑色彩
和造型方面的艺术性， 又要兼顾品
种抗性 、 栽植地光照条件科学性
等， 真就是一场精心的排兵布阵。

2012年以前， 公园花展经常使
用的郁金香品种在20个左右。 种类
固定， 并采用单一色块种植。 虽然
施工方便， 但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审
美疲劳。 柴思宇接手设计后， 大胆
决定改变风格， 选用新品种。 她的
想法当即就引来诸多质疑。 很多人
认为应该选用经过多年验证的品
种， 展示效果稳定保险。 而新品种
大面积种植 ， 株高花型色彩不一
致， 不仅设计起来麻烦， 复杂的造
型也会大大增加施工难度， 甚至可
能会出现造型混乱、 展示不佳的风
险。 这时， 园领导和科里同事给了
她大力支持和帮助。 同时， 已经坚
持两年的细致观察和测量数据也给
了她极大的信心。

要做到设计精细化， 郁金香品
种数量就要大大增加。 她在设计中
创新地选用小品种郁金香， 筛选花
型整齐、 生物性状表现好的品种进
行栽植。 她还适当选择像“混合料”
的花型新奇品种。 从2015年螺旋造
型的“春之圆舞曲”主题到2016年蝴
蝶造型的“蝶舞花香”再到2017年的
“欢乐的海洋”，今年，她更是在绿茵
茵的草坪上用郁金香“画”出一副梵
高著名的《星空》来。

然而， 要想将精细的设计完整
地展现出来， 画完图纸仅仅是第一
步 。 接下来的施工才是更大的考
验。 造型越精细对定点放线的要求
很高， 一旦定点出错， 开花时的造
型表现就会与设计相去甚远 。 于
是， 柴思宇与同事密切配合， 利用
尺规作图的技巧， 在草坪绿地上一
米米测量、 一个点位一个点位的确
定， 完成了 “蝴蝶” “金鱼” 等复
杂造型的定点放线工作。 复杂造型
也给栽植带来极大挑战。 虽然需要
栽植种球每种数量不多， 但品种将
近100个， 数量更是多达近30万个，
都需要辨别、分栽得准确无误。

于是，她全程现场指挥，带领着
施工和种植人员，真的像“绣花”一
样，一个种球一个种球地分辨种植。
最终她和同事们克服各种困难，一
一给出正解。 公园的郁金香栽培从

多年来常用品种20种增加到40多
种， 众多小众化的郁金香品种婀娜
地展现在游客面前。

潜心求创新

做设计不但要有娴熟的专业技
术、丰富的文化和知识底蕴，更需要
创作灵感。然而灵感并非一时乍现，
而是需要平时不断地学习积累。

所有的工余时间她都用来提高
自己。节假日去看各种艺术展览；自
费去外地参观各类型的花展， 从游
客角度丰富设计体验； 自学绘画和
摄影……不间断地学习， 为她的设
计作品诞生不断地积累着养分。

2016年5月 ， 她和同事去唐山
参加郁金香研讨会。 会上有设计师
分享了荷兰库肯霍夫公园郁金香花
展的设计分析， 从中她敏感地捕捉
到， 在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球根花
卉公园里， 不仅仅使用郁金香， 还
大量应用了不同的球根花卉混栽的
形式。 这样既可以丰富花卉景观，
又可以延长观赏期。 而这样的
方式， 公园从来没有应用过。
于是， 在2017年花展设计中 ，
她将这个启发转化为创新实
践， 在公园愉园景区内试种两
块郁金香与球根花卉混栽的设
计。 观赏效果很好， 也为公园
花展增加了一种表现形式。

她还坚持利用零碎时间学
习英语。 今年公园和荷兰设计
师合作进行花卉布展时， 她不
仅沟通无障碍， 连翻译所不能
理解的植物拉丁名， 她也都一
一应答如流。

如今， 柴思宇已成
长为公园的青年骨
干 ， 她 脚 踏 实 地 、
勇于创新 、 精益求
精 ， 付出自己的青
春 ， 把游客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 转化
为青年公园人的
生动实践， 努力
打造游客喜爱的
公园精品， 努力
为美丽中国的画
卷和首都公园这
张 “金名片 ” 增
添青春靓丽
的色彩。

青春绘就多彩画卷
——————记记中中山山公公园园园园林林科科技技科科工工程程师师柴柴思思宇宇
□本报记者 邱勇 通讯员 周彬 文/摄

四月的中山公园， 花海满园， 朵朵郁金香竞相绽放， 姹紫嫣红。 春日的晨曦中， 总能见到一个
瘦瘦小小的身影在绿地间走走停停， 完全不像是一位游客那样赏花留影。 只见她左手拿着记录本，
右手拿着尺子， 仔细地在一株株盛开的郁金香前测量、 记录， 再测量、 再记录……她叫柴思宇———
中山公园园林科技科里 “以花卉为笔、 以大地为卷” 的设计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