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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文 陈艺/摄

“如意”中国馆+“花伞”
国际馆=美轮美奂

继20年前的昆明世园会之后， 国
际上最高级别的园艺博览会再次来到
中国， 这次来到了北京市民的家门口。

距离开幕还有半个月的时候， 国
际园艺生产者协会秘书长提姆·布莱尔
克里夫来到园区踏勘指导， 他对北京
世园会筹办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他
说 ， 北京世园会筹办工作进展顺利 ，
令人钦佩， 世园会不仅能让游客欣赏
到美妙的园艺和美丽的花园， 更体现
出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 追求绿
色生活、 命运休戚与共的理念。 相信
北京将为世界打造一届极具特色、 意
义非凡的园艺盛会。

这份肯定的背后， 是智慧和汗水，
以及中国工匠的匠心共同打造出来的
天作之合。

2012年， 北京承办2019年A1类世
园会成功获批， 主题定为 “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 这个看上去并不华丽的主
题， 北京的建设者用了7年的时间去诠
释它。 北京世园会总规划师胡洁表示，
北京世园会的规划设计要求专业度非
常高， 延庆地处独特的生态走廊， 要
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和2022年北京冬
奥会形成一体化方案。 2014年， 北京
世园会组委会组织了10家国内外顶级
规划设计单位， 开展世园会园区概念
性规划方案征集工作。

胡洁回忆 ， 当初到园区选址时 ，
眼前只有妫水河畔古老而静谧的村庄、
一个小小的鱼塘和一片郁郁葱葱的胡
杨林。 如何在海陀山下让万花之园融
入山川形胜， 如何在妫水河畔展现人
类与自然和谐共生， 设计出有一个总
面积约503公顷的北京世园会核心园
区， 绝对是一个让设计师 “烧脑” 的
重任。 单是世园会园区空间规划和核
心景观区设计， 两年的设计时间， 主
创团队的设计图和现场照片数以万计，
足足塞满了3TB的硬盘， 相当于把卷
帙浩繁的300本世界名著存储了30遍。

当初那个小鱼塘， 如今变成了7.3
万平方米的妫汭湖， 春光四月， 波光
粼粼。 25米高的天田山是园区内的最
高点， 从空旷的裸土地用158万吨泥土
堆筑起……自2016年启动建设的两年
多时间， 北京世园局工程部部长史文
军见证了 “中国速度”， 北京世园会的
建设速度可以用 “三月挖一湖， 五月
筑一山” 来形容。 在两年多建设过程
中 ， 数以万计的中国匠人不舍昼夜 ，

勤劳工作。 据统计， 园区日均施工人
员1万人左右， 参与世园会各项设计的
单位有十多家， 施工单位、 展陈单位
数百家， 构成园区一道独特而又有气
场的风景。

“一心、 两轴、 三带、 多片区”，
七年的时光穿梭， 长城脚下， 一座万
花之园破土而出。

沿着世园会园区 “山水园艺轴 ”
一路向北， 游客将看到这样一幢建筑：
半环形的木质轮廓， 像一柄温润的玉
如意舒展于青山绿水之间， 屋顶两端
微微翘起 ， 犹如鸟儿展翅一样轻盈 。
这 就 是 世 园 会 最 重 要 的 标 志 性 建
筑———中国馆。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锦绣如意。 从2017年8月开工到现在
历经一年多的建设， 中国馆即将以完
美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与中国馆相邻， 东边就是国际馆。
94把钢结构的 “花伞” 簇拥而成国际
馆， 由此获 “钢铁花海” 的美誉。 白
天展现出的是洁白之美 ， 到了夜晚 ，
搭配灯光照明， 将呈现出一片五彩斑
斓。 国际馆由下沉广场、 序厅、 国家
与国际组织展区、 室内花卉专项国际
竞赛展示区组成， 世界各地园艺在此
荟萃， 全球群芳在此竞艳。

一座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 “升起
的地平”， 就是植物馆。 其外壁装饰着
3156根长短不一的金属管， 象征着地
平线以下丰富的植物根系。 植物馆的
主题是 “不可思议的智慧”。 在这里，
游人不仅能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 ，
还可全程参与一场以植物根系力量为
起点的奇妙之旅。

植物馆有三层 ， 分为四大展区 ，
包括热带植物温室展区、 分类主题展
览及互动活动区 、 企业品牌展示区 、
屋顶花园。 热带植物温室在一层， 占
地约3000平方米， 汇聚600多种珍贵植
物， 分为5区12个景点。 游人可通过观
赏红树林 、 热带雨林 、 蕨类 、 棕榈 、
多浆植物、 食虫植物、 苔藓等， 身临
其境地感受植物王国的多样性以及植
物生存和适应环境的智慧。

32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也都在
世园会建设了自己的展园， 北京园是
其中面积最大的。 占地5350平方米的
北京园， 将 “四合院” 作为核心景观，
充分体现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 让世界从一个 “小院落” 看到一
个 “大北京”。

植物一定是北京世园会上的绝对
主角，能在零下27度的低温下开花的月
季， 生长于海水中的红树林移栽到温
室，来自3000米雪域高原的绿绒蒿……
在世园会的多个场馆、 展园， 来自各
地的珍稀、 特有植物品种经过跋涉和
精心养护， 终于可以以它的最佳状态，
即将在世园会上与你相约。

不管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园、 省
区市展园 ， 还是企业展园 、 专业园 ，
还有百果园、 百蔬园、 百草园……北
京世园会将有100多个各具特色、 百花
齐放的展园， 共有1200种植物精彩亮
相。 这其中不仅包括从我国最北端到
最南端的各种不同园艺植物， 还有来
自世界各地的新品种。

为了每一位 “主角” 的精彩亮相，
北京世园会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凝结
了所有园林团队的心血。

园区林地， 原为延庆新城万亩滨
河森林公园工程， 源于历史上大规模
平原造林工程 。 这里种植了新疆杨 、
国槐、 刺槐、 垂柳等不同种类的植物
约5万棵， 有的栽植时间已超过20年。
世园局园艺部部长单宏臣介绍， 为了
保留这些树木， 设计团队专门调整设
计方案， 按照树的高程调整了建筑的
地面高度。 根据景观需要， 还增添了
10多万棵乔灌木， 构建郁郁葱葱的北
国风光。

162天的会期， 将历经春、 夏、 秋
三季。 面对平均海拔500多米， 4月底
依然会有晚霜和大风天气的延庆区气
候实际情况， 早在2016年， 北京世园
会花木研发人员就踏上寻找 “世园花
卉” 之路， 目标是找到能够历经延庆
区春、 夏、 秋三季， 耐寒又美观的花
卉品种。

作为北京世园会园林技术组集中
力量攻克的重要课题， 专家们专门在
北京世园会相关园区内整理改良了4万
平方米土壤。 同时， 这3年来的探索和
实践， 北京世园会花卉研究团队精心
培育改良了40多种 “抗寒花”， 终于达
到了 “早开” “晚落” 的标准， 完全
符合高规格世园会对于花卉盛开效果
的评估标准。

如果你想看珍贵和稀奇的植物 ，
植物馆一定是探索植物的绝佳之地 。
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余种、 超两万株
珍稀植物品种将在这里展现它们与环
境抗争的生存智慧。

植物馆中的这棵青果榕， 算得上
本届世园会中的 “树王”。 它是个加上
土球有20米高、 25吨重的 “大家伙”。
为了把这个庞然大物从老家云南运过
来实属不易， 光根系的土球就有4.5米
宽、 3.2米高、 1.5米厚。 想要长途运输
就得将枝叶砍掉， 青果榕就像砍掉了
手脚的人一样面临生命危险； 又因为
属于超规运输， 不能走公路， 青果榕
要在土路上运输半个月。 据透露， 当
时景观工程师甚至签下了 “生死状”，
如果运输途中树木不幸死亡， 损失将
由工程师自己承担。

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北京后， 因为
运输通道、 温室空间、 外形体量的限
制， 青果榕的卸车和栽种足足让工作
人员36小时没合眼。 终于完好无损地
“安家 ” 植物馆后 ， 问题又来了 。 当
时正值北京冬季， 低温环境不利于青
果榕存活， 工作人员只好买来大量的
棉帘子和电暖气为它取暖， 甚至有工
作人员连续为它守夜。

介绍完 “大家伙”， 再来说说这个
高山上的 “小家伙” ———绿绒蒿。 单
从它的名字， 你可能很难对它产生兴
趣， 但我想告诉你， 它是来世园会必
打卡的一款植物。 这种在海拔三千多
米高山流石滩上凌然而立的野花， 被
誉为 “离天空最近的花”。 据 《中国植
物志》 记载， 绿绒蒿属共49种， 除1种
产于西欧外 ， 有 48种都分布在横断
山-喜马拉雅地区， 而分布在中国的
绿绒蒿多达38种。 19世纪末20世纪初，
欧洲曾掀起一股对中国西部野生动植
物发现的热潮 。 苏格兰植物学家乔
治·泰勒称 ： “所有初次邂逅这种花
的人， 都会因它而发狂。”

为了在北京世园会向世界展示中
国园艺的高水平，北京植物园的科研团
队，几次驱车直入四川 、云南 、西藏山
地， 寻找绿绒蒿。 采集过程更为艰难，
不但要手脚并用地在流石滩上攀爬，还
要经受高原反应的考验。 由于绿绒蒿
生长的环境“不能冷、不能热、不能湿、
不能干”，科研团队的工作人员必须每
天按时观测、浇水施肥、查看灯光，及时
记录数据。2017年3月，北京植物园引进
绿绒蒿种子，培育出一批绿绒蒿小苗，
首次让它们在平原地区绽放，在国内外
植物界引起轰动。 又是一年的精心培
育，即将开幕的世园会上，它一定会惊
艳全世界。

植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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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种“奇花异草”×
一流“园艺”=巧夺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