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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眼

从“花园城市”演变为“花园中的城市”再发展
为“自然中的城市”，新加坡的“绿色之旅”有着怎样
的故事？同样具有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乏等特
点，新加坡的经验对上海有何启示？除了看花草，
花展还可以叠加哪些创新元素？昨天下午，上海
（国际）花展配套活动之一“沪新生态论坛”在沪举
办，两地业界大咖们相互探讨，为上海更好地迈向
“生态之城”探寻良策。

“花园代表着
未来城市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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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花展徐汇滨江主会场

新加坡的“绿色之旅”对上海有何启示？沪新生态论坛探寻良策

建成覆盖新加坡的“绿色血脉”
新加坡国土面积720平方公里，常

住人口553万，人口密度7680人/平方公

里，接近上海人口密度的两倍。“新加坡

地少人多，但在青藏高原能看到的蓝天

和星空，在小小的新加坡也能看到。”新

加坡国家公园局高级署长杨明忠用诙谐

的语言，讲述了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

来“绿色之旅”的故事。

他介绍，新加坡把发展绿化作为重

要的国家战略之一，当年的招商引资策

略之一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此将机

场到市区的高速公路旁种满乔木，打造

出一条条“绿色隧道”，浓密的树荫遮天蔽

日，甚至连卫星地图上都找不到道路的踪

影。绿化从业者还到处寻找开花大乔

木，像树冠开黄花的青龙木，每到冬季花

谢，就在全城下起“黄金雪”。黄花无忧

树和炮弹果树，则在树干上也能开花。

绿化、美化之后，就是生态

化。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布局一

步步完善，直至建成覆盖全国的

“绿色血脉”，包括邻里公园、区域

公园、公园连道、环岛绿道、生态

廊道、空中绿化六大元素。比如，

为了土地优化利用，将一条条排

水道、维修专道边遍栽绿树，成为“线条

式公园”，建立起400公里的全国公园串

联廊道；又如，学习中国园林艺术中的

“借景”手法，建造环岛绿道，将对岸马来

西亚的美景“借来”给新加坡人民欣赏。

如今，新加坡早已成为一座大公园，

野生动物朋友们也不请自来，鹭鸶等候

鸟频频造访居民小区。“我们现在考虑的

不仅是降低城市碳排放，还有增加城市

氧排放，让新加坡人民和大自然一同过

日子。”杨明忠说。

国家花园吸引1亿人次造访
国家花园如何打造为国际景点，吸

引除自然爱好者以外的广泛观众？论坛

上，新加坡滨海湾花园高级署长蔡黎昇

介绍了这一著名公园的经验。

提起滨海湾花园，最壮观的便是18

棵高度在25至50米间的“擎天树”，这也

是新加坡因为土地资源匮乏而产生的创

意。在开园1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钢铁

支架上已爬满10余万棵植物，工作人员

还常会在上面发现鸟巢。同时，“擎天树”

也具备环境可持续性特征，部分树冠装有

收集太阳能的光伏电池，为擎天树在夜间

提供发光能量。如今，这些“擎天树”已成

为公园最负盛名的“打卡点”，也成为科

技运用在生态项目中的优秀案例。

此外，云雾林和花穹两大“冷室”，也

是独具特色的创意。不同于常见的温室，

冷室内部是凉爽的，白天维持在25℃，夜

间为18℃，这也使热带国家可以培育亚热

带或热带高山地区的植物。如今，冷室也

成为各色花展的举办地，每年有十多个花

展轮番在此吸引全球目光，其中也包括

2020年与北京合作的春节花卉展览。

“十多年后的今天，滨海湾花园在国

际上仍是独特的概念，已吸引超过1亿人

次的访客。”蔡黎昇认为，这可能源于花

园代表着未来城市的模样，因为人们常

用“未来主义”或“科幻”来描述它。同

时，滨海湾花园的最终目标是成为近零

碳排放的景点。

花展叠加艺术教育等元素
花展除了看花草，还能叠加哪些创

意元素？上海（国际）花展总设计师、上

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专业总工程师

钟律以本届花展为例，通过花与城市艺

术、城市教育、城市人文、城市艺创、城市

友好五个维度，与国内外来宾一同探讨

策展中的亮点。

比如，此次长三角展园探索名画与

花园的结合，钟律认为，这是将自然之美

与艺术创作相融合的尝试。“西岸给了我

们一组曾经或正在西岸美术馆中展出的

作品名录，我们有幸邀请到长三角团队，用

自然花材与名画联动，巧合的是所有团队

都选择了东方名画。中国画里的墨色，与

植物材料进行了很好的呼应。”她说。

又如，花展期间，主办方开辟了一条

“花汇春秋”双层旅游巴士线路。不仅车

身上喷绘了花展图案，车身内装扮成“花

花世界”，还向孩子们征集了关于种子的

22个提问，将问答绘制成“自然手帐”，张

贴在车内。“这也是一场关于种子体验的

教育分享，集艺术、科普、趣味、儿童友好

于一体。我们结合Citywalk的方式，将线

路设计为从中共一大会址出发行进到上

海植物园，打造了一场‘种子的旅程’。

大巴不仅是城市导游，更是自然讲师，随

着大巴在城市中的穿越，每一次出行也

成为生动的自然教育课堂。”钟律说。

新加坡和上海都是经济发达的国际

化都市，两地在城市发展中面临相同挑

战，比如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新、人口老龄

化等。目前，新加坡绿化覆盖率已接近

50%，将提前完成在2035年前栽种100万

棵树的目标。通过此次沪新论坛的交流，

主办方希望能为两地创造更绿色宜居的

环境提供思路。 本报记者 金旻矣

  辆F 赛车安全抵沪，所有车手悉数登
场，参加第一节练习赛和冲刺赛排位赛……
今天，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 ）重返上海，
燃擎开赛。    上海汽车文化节同步开幕。
上海，再度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今年是F 中国大奖赛  周年。回首  
年前，上海国际赛车场自修建之初，就受到全
球瞩目。“上”字形赛道取自“上海”之名，又蕴
含“蒸蒸日上”之意。这是一条专门为F 比赛
而建造的国际汽联A级标准赛道，也是一个奇
迹——中国建设团队克服不利地质条件，在短
短一年半时间里就高质量完成建设，打造了世
界上唯一一条建造在软土地基上的F 赛道。

    年9月  日，首届F 中国大奖赛举
行。在9月  日决赛当天，  . 万观众伴着
  辆代表最尖端科技的赛车，度过了一个前
所未有的F 周末。

巴里切罗夺冠、阿隆索加冕、舒马赫F 生
涯中的经典战役、汉密尔顿的统治级胜利、F 
历史上的第    场比赛……上海以巨大的热
情拥抱F ，F 也在上海留下了无数精彩瞬
间。自此，上海有了一张金光闪闪的城市名
片。世界级体育赛事的举办，展示了一座城市
的综合实力，也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开放胸怀。

赛事的魅力，催动着梦想的萌芽。比如，
    年F 中国大奖赛，年仅 岁的周冠宇现场
观摩，上赛场K看台  号座，是他赛车之梦启航
的地方。如今，  号观众成为了  号车手。

难以忘怀的城市记忆，也在无数人心中

铭刻。比如，已举办  届的上海汽车文化
节，活动日渐丰富，“文体旅商展”加紧融合。
据预测，今年汽车文化节期间将  万人流引
入嘉定，带动旅游、餐饮、住宿、交通等一系列
消费。它不仅是赛场内车迷的狂欢，更是上
海城市魅力与文化软实力的生动体现，是城
市高品质发展的亮丽风景线。

为了打造一场市民游客喜爱的文旅盛
宴，今年汽车文化节引入了许多“跨界”玩法：
赛博朋克、元宇宙、电音、星空影院……各类
嘉年华，抓住年轻人的眼球；精心推出的各大
主题旅游线路，定向免费开放的A级景区，将
文体“流量”进一步转化为消费“留量”。

从一项赛事发展为一个节日，背后要练就诸
多“内功”——它需要深挖品牌赛事的溢出价值，
不是盲目追风，而是乘风而起；需要拥有深厚的

汽车文旅资源，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厚积薄发；
需要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不是单调乏味，而是玩
法多元；需要承载大客流的服务能力，不是应对
不及，而是烟火气和人情味并存。

当然，上海不只有F 。近期，上海节展赛
事热点频出：上海（国际）花展持续缤纷“盛开”，
让众多网友直呼“太会了”；上海咖啡文化周官
宣焕新，将正式升级为    上海国际咖啡文化
节；上海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将于 月开启；紧接
着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

持续“出圈”的上海，正以开放、创新、包容的
城市品格，吸引越来越多世界各地的游客。要把
城市形象的“金名片”擦得更亮，上海还需不断创
新思维、“练好内功”，营造更便利的环境，打造更
丰富的场景，让更多“头回客”变成“回头客”，更好
赋能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

当一项赛事发展为一个节日
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