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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创新实践小组的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我们对合肥市政务区公共绿地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剖

析了政务区在公共绿地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今后政务区的绿色基础设施的发展提出了部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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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至 2002 年动工建设以来,一直秉承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按“点､线､面”相结合的布局方式,绿轴､水轴､

环区绿带､主题公园､街区游园､道路绿化等景观环境体系不断彰显“绿文化”“水文化”的丰富内涵､全区建成区绿地总面积 357.95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 43.98%,绿化达标率 99%以上,道路､桥梁､河渠绿化率 98%以上,人均公共绿地 14.53 平方米,居合肥市各区

之首｡

1 合肥市政务区绿地现状

如图 1,以潜山路与祁门路为分界,将政务区分为四块(A 区､B 区､C 区､D 区)｡

1.1 发展现状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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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A 区

A 区的绿地面积是四个区域中比重最大的一块,天鹅湖景区就是其中的代表,纵观整个政务区,天鹅湖已然成为政务区的一张

名片,是市民们休闲娱乐的聚集地,景区总占地面积 80 万平方米,其中湖面 60 万平方米,为人工湖,景观绿化 20万平方米｡又各种

雕塑､园林树木､人工沙漠､喷泉等景观｡近两年还在景区的西北角新建了一个体育公园,使得该绿地的功能更加的完善,共获得了

省市级的多项荣誉,是政务区绿地规划的成功典范｡即使天鹅湖在很多方面获得赞誉,但是它仍然存在文化性较弱,管理制度不完

善等方面的问题｡

汇林公园是 A区的另一个经过规划的公共绿地,公园位于汇林阁小区南侧聚云路与高河西路交口,绿化面积约 40000 平方米,

其中种植了大量的乔木与花灌木,公园内还设计了植物丰富､曲径通幽处的绿色长廊,设计人员通过花期的选择和植物的搭配着

力为周边市民营造着荫墨绿浓的城市休闲空间｡通过实地考察与问卷的收集,我们发现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对绿地的要求也越

来越多,与此同时汇林公园活动区域小､运动设施不足等缺点逐渐暴露出来｡

１．1.2 B 区

相比较 A区,B 区的公共绿分地布较为均匀,即使绿地的总体面积不如 A 区大,但是分散式布局使得该区域的居民都能就近的

享受到公共绿地给人们带来的舒适｡同时,不同类型的绿地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感受｡

安徽博物院是安徽省唯一一家集自然､历史､社教为一体的省级综合类博物馆,总占地面积约 6.2 万平方米,除了中心位置的

主体场馆与东北面的地质博物馆外,其他大范围区域均有不同程度的绿化,化石林､竹海等景区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但是美中不

足的是整个南面的大片绿地没能很好的规划,使用率较低,存在极大的浪费｡

绿轴公园的改造建设现已接近尾声,内部施工已基本结束,该公园总规划用地约 18.9 万平方米,绿化率高达 90%,内设儿童活

动场地､小型演艺平台､开阔的“活力草坪”｡整个园区内绿道与休闲步道四通八达,设施完善,兼具休闲､娱乐､运动等多种功能,

但由于是个新公园,种植的树木大多低矮,没能很好的形成景观效果｡对于它的规划能否真正达到广大市民们满意,还得经过时间

的慢慢积淀｡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位于 B区的西南角,占地面积约为 3.7 万平方米,主要由室外公园､培训中心和活动中心三个主体部分组成,

整体绿化较好,但是在室外活动场地和文化教育类设施的布置上存在不足,成为该儿童公园的最大诟病｡

合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总用地面积 5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位于政务区景观轴线南部,的有着较为完善的配套绿

化,是周边市民运动休闲的首选,但由于奥体中心的重点在场馆的功能性,所以绿地面积分布不均匀､植物种类较少､种植方式较简

单是此公共绿地存在的最大问题｡

1.1.3 C 区

C 区与前两块相比,总体公共绿地面积较小,现阶段仅有两处是经过规划的公共绿地｡

赖少其艺术馆(艺术公园)是合肥市委､市政府为建设文化强市､提高文化品位､培育城市精神､展示和弘扬赖少其艺术,投资兴

建的文化设施,与其配套的绿化与基础设施共同组成现在我们所见的艺术公园,至 2005 年底落成以来,一直以它现代化的设计风

格吸引着大批的游人与周边市民的到来,但绿地面积少､景观单一､基础设施不完善始终是影响对艺术公园评价的最大问题｡

创业园主题公园位于赖少其美术馆的正东方,是一块面积约1.5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公共绿地,西面是一个小广场,虽然面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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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对于周边市民来说是难得的休闲场所｡即使如此也仍然改变不了它面积小,承载量不足的问题｡

1.1.4 D 区

D 区现大部分区域正处于规划阶段,暂无较完善的公共绿地,因此该区域的资料尚不完整,有望在后面的调研活动中逐渐完善

｡

以上四个区域与匡河公园环形景观带共同组成政务区较为重要的公共绿地系统,虽然近几年在绿地建设上有了较快的发展,

但是也依然存在许多的问题｡

1.2 存在的问题

(1)空间分布不合理｡如图 1 可见,政务区的公共绿地主要分布于潜山路以西,规模较大且类型齐全,然而以东的绿地面积较小,

基础设施不完善,远远无法满足市民们的需求｡

(2)匡河景观带过于狭窄,规划不合理｡匡河好比是政务区的“护城河”虽然其沿线有大量的树木,但缺乏统一的规划,利用率

低下､缺少休闲座椅,运动器械等相关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河水污染严重,需要加强进一步的整治与管理｡

(3)绿地树种单一,植物群落结构简单｡少数绿地还停留在植树､种草､养花的简单绿化水平上,树种､层次､配置､结构单一,多

为平面绿化｡

(4)新建绿地苗木较小,缺少绿荫｡由于城区改造建设,痛失了大批的街头绿荫,而新种的小苗又因为规格偏小,短期内无法形

成“绿树成荫”的景象｡

2 对策研究

合肥市政务区的绿地系统将遵循“以人为本”､以“活动”为核心的规划原则,力图创造出层次丰富､种类多样的绿化空间,

并结合水系规划布局,形成完整的“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体系｡让市民与绿为邻,与林为伴,与自然和谐相处｡

2.1 加强绿地的布局合理性

合理规划十五里河周边的景观带,适当的拓宽其周边绿化,使之与天鹅湖景区共同形成横跨政务区的重要景观长廊；同时加

强行道绿化建设,结合各条道路的具体情况,栽植高大乔木或乔灌相结合,形成林带,增加绿化面积；最终利用匡河与十五里河的

绿色景观带与纵横交错的园林路相连,形成绿色网络,以面为主,点､线､面相结合,形成优美的城市生态环境,满足居民游憩､审美､

生态等各种需求｡

2.2 进一步增加绿化面积

由于政务区人多地少,不可能又大面积的土地用来绿化,只能在现有基础上挖掘其潜能,对于各个开发区域,必须按照规定留

足相应的绿化用地,在工程建设的同时,绿化建设也应当同时进行,最终达到绿化与建筑同步验收｡因此对于正在规划建设的 D区,

应该做到开发一片,绿化一片,适当增加绿地的比重,尽可能的做到分布均匀,缩小服务半径,贴近人民,方便群众｡

2.3 调整现阶段绿化结构不合理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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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大苗进城,实行乔､灌､草､花相间,常绿与落叶,针叶与阔叶相结合的多元组合,实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

由点､线､面的平面绿化到“三维空间”的立体生态绿化,形成布局合理,立体交互,网络相连的绿地生态景观体系｡

2.4 加强宣传与管护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依法治绿工作,通过广播､电视､标语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公共绿地在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

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市明自觉的树立爱绿､护绿､养绿的新风尚｡

3 结语

合肥是安徽的省会,政务区又是合肥的心脏,因此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更高,尤其是现如今都把城市的环境质量作为衡

量现代化城市的首要标准,而在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中,公共绿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而使得现阶段的绿地发展任务就变得更

加艰巨,所以我们应结合自身现状,合理利用自身优势,创造出更多既种类丰富又有多重效益的绿地生态系统,在经济发展,科技

进步的同时,更加合理的规划政务区的绿地布局,使政务区的绿地建设更系统化､科学化､生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