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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座公园一座城

管理理念，同时还请广大市民出谋划策，收到了两万多份来稿，

部分金点子被设计师采纳，成为公园的亮点。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公园南区（尚未开放）中的双子山，

这是南区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

这个想法，是住在公园附近的上钢三厂退休职工吴正江提

出的。据他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在的世博文化公园规

划范围内，曾有一座六七十米高的山，是由废弃的钢渣堆积而成，

可以俯瞰上海周边景色。

于是，两座设计最高处达 48 米的双子山就这样在世博文化

公园内拔地而起，陈竹兴奋地表示，等双子山建成，将是上海

市中心唯一的一座山，而且它还是国内第一座人工仿自然山林。

“这座山的结构是用钢筋水泥搭建起来的，在山体上覆盖约 2.5

米厚的土壤，还会栽种树木花草，配备瀑布流水，形成自然景

观。为了避免地面沉降的问题，山体做的是空腔结构，山体内

部设计了 1500 个停车位，同时还配备了垃圾中转站、变电站等

设施，每一寸土地都没有浪费。”陈竹透露，双子山未来在管

理上给他们也提出了不少挑战，比如山体的植被保养——如何

保证泥土不会流失，同时还要能够适合植物的生长，又要有一

定的排水的功能？“在设计上、管理上都要攻克很多技术难关，

相信建成后一定能成为上海市中心的一大亮点。”

除了双子山，也有不少市民提出，想在公园适当保留世博

会的元素。于是四座上海世博会保留至今的场馆：原俄罗斯馆、

原卢森堡馆、原意大利馆和原法国馆，就被重新改建保留在公

园中，通过仿旧式的翻新，完全恢复了当年世博会建筑的原貌。

“世博会是一个临时性大型活动，场馆的建设都是按照临时建

筑标准要求做的，如果要保留的话，就要根据永久建筑标准要

求来改建。同时也要保持建筑原本的特色，并与公园的氛围相

契合。”

除了卢森堡馆内确定了餐饮业态外，其他几个场馆尚未确

定用途，但总体定位将以文化休闲、展览展示、特色商业为主，

也会有反映这些国家和地区特色的内容。记者了解到，相关国

家的驻沪总领事以及商户代表都对这些场馆未来的合作充满兴

趣，希望将其打造成展示他们国家经济文化的窗口之一。

“文化”背后的传承与创新

2021 年年底开园以来，公园中的申园得到了市民游客的一

致好评。在现代时尚的浦东新区，竟也有了一座江南园林，里

面是古朴有致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面积虽然不大，却让人

生出一种“只缘身在此园中”的感叹。

申园遵循明清时期江南传统园林的风格设计，同时又极

力呈现出海派特色，园中掇山理水、筑桥建亭，构筑了醉红

映霞、古柯晚渡、玉堂春满、松石泉流等“八景”，让游客

移步换景。“以前的江南园林多为私家园林，申园则是面对

市民游客的公共空间，所以它没有高墙深院的感觉，而是通

过水系树木来进行分隔，景在园中，园在景里，浑然一体。”

陈竹说。

据了解，申园采取的是预约制，大部分时间预约都很满，

尤其在节假日，不少游客冲着申园慕名而来。有时候没有预约

的游客到了现场，也还要求进去参观。陈竹不无骄傲地表示，

浦西有豫园，浦东有申园，它不仅将成为上海的新地标，也是

古典园林的一个新标杆。

世博文化公园这个名字，落点有两处。一个在世博，一个

在文化。

文化的含义很丰富，世博文化公园七大主题园区，几乎

各个都有其文化使命，比如申园代表着园林文化，一块石头

背后都有故事可讲；大歌剧院、音乐之林露天剧场体现着音

乐文化；国际马术中心包含着体育文化；狗 Go 乐园承载着

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而园中的世界花艺园，反映的则是园

艺文化。

“因为现在年轻人普遍对家庭园艺感兴趣，因此我们也期

待把世界花艺园打造成一个平台，提供跟园艺文化有关的内容，

未来还计划举办大型世界园艺文化展。”陈竹介绍，世博文化

公园中还有一个大温室花园，是在世博会保留建筑的基础上改

造而来，里面将种植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

“温室一个主要的功能是科普，因此我们也将设计一系列

可以互动的内容和活动，尤其是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年轻

群体提供可看、可赏、可玩、可体验的内容。”

走进世博文化公园，游客能感受到其作为多种文化的集大

成者，既有传承，也有创新。这也是园区管理者想要带给市民

的游园体验——公园应该是开放共享的地方，适合不同年龄、

不同文化层次和消费水平的人。

记者了解到，目前开放的北区占地 85 公顷，南区将在

2023 年底建成完工。届时，世博文化公园必将成为上海一颗闪

亮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