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个煤炭工业城市的副市长，焦光
善认为,从理论上讲，绿色城市是一个共性的

概念。但对于每个城市、每个地区，人们对
于绿色城市的界定和感受又是不同的。比
如山西晋城，地处干旱地区，气候和土壤条
件极差，又是一个煤电化工城市，对于他们
来说，能在生产过程中做到低碳环保，实现
生产方式的绿色，也可称之为绿色经济。近
年来，晋城市的城市绿化工作按照“突出生
态优先，注重服务百姓，着力提升景观，构建
和谐园林”的工作思路，实施了一批城市出
入口生态建设、公园精品改造、道路绿化美
化工程，新增绿化面积173万平方米，使城市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 45.8%，绿地率达到了
43.2%，人均公共绿地达到了15.5平方米。

同时，晋城市还在大力推广清洁能源，
在市区植树造林，让城市一天天变得更加宜
居，对于这样的城市来讲，也实现了绿色城
市的梦想。 （本报记者 聂春洁）

蒋有绪心目中的绿色城市有两个层面
的含义：一是指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环保型

的经济发展；二是指城市的绿化，增加城市
的森林覆盖率。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讲，应该
说，现在国内各城市都在切实努力，而且成
效显著。他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
统，在一个城市里，最多的是人，其次是树
木。树木参与城市生态系统的循环，甚至可
以改变一定地区的小气候，因此绿色是一个
健全的现代化城市的基石，良好的、足够数
量的树木可以调节城市氧气含量，增加城市
宜居度，所以说，绿色是城市决不可缺少的
部分。

他建议，城市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统，除了实施国土绿化，还要建设城市森林
系统、城市水循环系统以及实现生物多样性
等等，只有城市生态体系完备了才能称得上
是宜居和绿色。 （本报记者 聂春洁）

在中国生活多年、一口流利汉语的何

立强，对中国城市绿化的发展速度表示出极
大的肯定。他认为，绿色发展、持续发展、低
碳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目标。近年
来，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利用森林固碳实现
间接减排。森林被公认为最为有效的生物
固碳方式。与工业直接减排相比，森林固碳
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大，更加具有经济
可行性和现实操作性。中国是世界上人工
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认为，城市绿化承担构筑城市绿色生
态屏障和为群众提供如画风景的重任。绿色
城市应有几点重要内涵：一是健康，空气、饮
水、食物要健康；二是方便，交通要方便；三是
城市居民都参与低碳、环保生活，携手共建绿
色城市成为共识。 （本报记者裴其娟）

绿色是现代化城市的基石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蒋有绪

建设绿色城市有助于低碳减排
——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原会长何立强

让绿色城市支撑可持续发展

绿色是最有生命、活力的颜色。李育材理
解的绿色城市是森林茂密、空气清新、公园绿地
随处可见、适宜人居的城市。他说，树木每生长
一立方米，能释放1.62吨氧气，吸收1.83吨二氧

化碳，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效果明显。
李育材认为，城市要保持经济良性发展势

头，就必须更加注重完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
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之路。近年来，我国国土绿化事业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去年年底，在党中央、国
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0.36%，提前实现了 2010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20%的目标；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7.37%，绿地率达到33.29%；城市人均拥有公
园绿地9.71平方米。

为了让市民从创建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
得到实惠，李育材提醒各个城市：创建绿化模
范城市关键是以人为本，注重质量，不走形式，
不走过场，按规划落实，使城市山更青、水更
绿，空气更清新。 （本报记者 裴其娟）

陈瑜认为，建设绿色城市有两个方面的
内容：第一是把环保产业引入城市中，发展低

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产业；第二是推动城
市生态建设，建设园林型城市。

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是一项必须同时重
视的工作，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而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才是可持
续发展和绿色增长。

现在很多城市提出发展绿色经济的口号，
在经济发展中注重环境保护，这是人类基于对
自身发展的深刻回顾和深刻反思得来的经
验。现在我们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在纠
正之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因为我们
已经因此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要做到环境与
经济的和谐发展，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用
知识的投入代替资源投入，从资源型经济转向
知识型经济。 （本报记者 聂春洁）

城市绿化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访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总指挥、第二届中国绿博会组委会副主任李育材

经济发展应与保护环境并重
——访世界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陈瑜

南京是江河抱城、森林围城的城市，四季常
青，建成区绿化率40%，人均绿化面积14平方米，
荣膺联合国人居奖、特别奖等。说起南京的城市

绿化，陈维健如数家珍。2002年，南京市委、市政
府做出了建设“绿色南京”的重大战略决策，构建
城乡一体生态经济效益显著的现代城市林业系
统。南京依据城市发展空间格局和自然山水形
态，以市域范围内片状森林为板块，以高速公路
绿色通道、滨江滨河防护林为连接廊道，构建市
域绿化主骨架；以城镇内部绿地系统为次骨架，
并以楔形方式将外围绿色主骨架与内部次骨架
相连接，形成城乡一体、内外环抱、经络全市、外楔
于内的生态绿地系统。每年植树10万亩，使南京
由原来的火炉，到如今气温连年下降。绿色南京
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城市品牌。

对于经验，陈维健总结为两条：一是有
好的规划，城乡一体化，城市见缝插绿，农村
大面积植树；二有坚强有力的班子，确保资
金投入。 （本报记者 裴其娟）

绿色南京战略让昔日火炉降温
——访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南京市副市长陈维健

畅想生态文明 共建绿色城市
“8+1：对话绿色城市”论坛昨日在郑举行

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昨日，第二届中国
绿化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8+1：对话
绿色城市”论坛在郑州举行。国家森林防火
指挥部副总指挥、国家林业局原副局长、第二
届中国绿博会组委会副主任李育材，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林科院首席科学家蒋有绪，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郑州市市长赵建才等 8位领
导和专家组成的嘉宾团队，与担任现场主持
的中央气象台节目主持人宋英杰共同围绕

“畅想生态文明，共建绿色城市”这一主题深
入探讨，共话中国绿色与和谐城市建设。

原林业部部长高德占，全国绿化委员会
办公室常务副秘书长曹清尧，郑州市委常务
副书记、第二届绿博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马

懿，副市长、第二届绿博会执委会常务副主任
王跃华等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的主旨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加快城市绿化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会领导专家
在展现中国以人为本建设绿色家园取得的巨
大成就和先进地市经验，以及我国在绿色城
市建设中的创新理念的同时，着重就如何落
实科学发展观，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城市绿
化、美化，提升城市宜居环境，并以新概念新
技术作为实现手段，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
城市要求，提出了真知灼见。

图为“8+1：对话绿色城市”论坛现场。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 许大桥 唐强 摄

作为一名专家，李雄以杭州西湖的建设为
例，强调发展城市绿化和园林要注重文化性和

地域性，避免雷同。
李雄说，当前，一些城市的新区建设大色

带、行道树、宽马路蔚然成风，随着绿化事业的
发展，追求地方绿化特色将成为未来工作的重
点。杭州的西湖原是自然湖泊，随着历朝的疏
浚、治理，形成非常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水
系。改革开放之后，仍按既有的文化脉络建
设。2002年，西湖扩大面积，又融入了湿地的
生态理念。总之，文化性、地域性是绿化园林
的根，需要一代代去积累、传承。

李雄认为，一个城市的绿化中绿地系统的构
建一定要分层次，这样才能传达不同的美感；另
外在城市绿化中要充分利用各地不同的景观，使
之传达相应的文化特色，这也是对不同地域文化
的传承和保护。 （本报记者裴其娟）

赵建才心目中的绿色城市表现为五个
字：绿、净、美、雅、活。

他说，郑州处于亚热带暖温带交界处，但由
于黄河穿城而过，历史上曾是风沙城。进入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郑州市历届领导和人民决心
改变环境，扎实开展植树造林、拆墙透绿、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活动，赢得
了绿城的美誉，创建成了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保证市民出行500米有游园、绿
地。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郑州市委、市政府把发
展林业，构建生态型城市，建设绿色家园作为发
展理念，列入全市重点工程，着力实施“森林生
态城”战略工程。截至2009年，郑州市累计投入
财政资金17.4亿元，完成新增造林面积101.15
万亩，提前4年超额完成100万亩的栽植任务。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郑州把生态城市建
设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以规划为先
导，创新投入、管养机制，形成绿色环境为大
家，大家都为绿色服务的氛围。

未来几年，郑州将进一步努力增加人均公
共绿地、人均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提高城乡
人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本报记者裴其娟）

绿色城市应绿净美雅活
——访全国绿化模范城市郑州市市长赵建才文化性地域性是绿化园林的根

——访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李雄

盆景奇石书画
展示绿色生活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上午，第二届
绿博会盆景奇石书画摄影展在绿博园内开
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3000件作品让游园者
享受到了一次艺术的盛宴。

据了解，本次盆景奇石书画摄影展共
收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2857 件作品，分为
盆景、奇石、书画、摄影等四个展区，共展出
特邀作品 41 件，特等奖 12 件，金奖 20 件，银
奖 60 件，优秀作品 1280 件。这些风格迥
异，特点鲜明，主题突出的作品中有许多出
于名家之手，他们将“绿色、人文、和谐、创
新”运用到整个作品中，从一个个特殊的角
度展示了绿化建设对我国生态环境改善的
作用。

记者在奇石展区看到，这里有黄河石、
酒泉石、玛瑙石、长江石等各种观赏石。

在摄影展区，记者还看到了众多反映
河南、郑州风土人情的摄影作品，展现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市人
民健康和谐、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以摄影
家独特的视角展示郑州的历史文化变迁。

全国苗木客商
共聚郑州赶集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绿博会不仅是全
国各地绿化成就的大展览，同时也成为全国
各地苗木供应客商的大集会。昨日，绿博园
东区展销会现场，自发前来推销苗木的客商
将展区挤了个水泄不通。

园林培植、绿地维护、苗木供应、绿化机
械……只有在展销会现场，你才能体会到绿
化行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领域。

来自全国各地的苗木供应商让人着实
感觉到了林木人的热情。他们有的不远千
里，自费坐车前来，没有展位，就用手提袋
装着彩页、名片等宣传物向观众散发。记
者从展位中走过一趟，手中即多了几十张
名片或宣传页。要知道，每一张名片背后
就是上百亩的苗木繁育基地。粗略一看，
焦作武陟的、信阳潢川的，山东济宁的、河
北保定的，全国各地汇聚一起；山楂、板栗、
石榴，法桐、樱花、银杏，各类树种应有尽
有。

据此次绿博会展销项目总监宋建勋介
绍，除了绿博园自有的近 7000 平方米连栋
温室展区外，组织方还特地在室外搭建了
15000 平方米的大棚展区，包括花卉、园林
工艺、林业机械、农林新科技、植物养护等
专业的数百家企业以及数千苗木客商正满
怀期待等客来。

27项非物质文化
遗产亮相绿博园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年画、百岁鞋、手
工织布、石磨面、泥咕咕……对民间传统手工
技艺感兴趣的游客可一饱眼福了。昨日，来
自全国各地的 27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技艺齐聚绿博园，为观众现场展示其制
作过程和优秀作品。

来自周口郸城的张振福是泥人雕塑
技艺的代表，他的作品展现了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豫东农民的生活景象。眯缝的眼
睛、大张的嘴巴，活灵活现表现出那个时
代农村居民生活朴实、开怀大笑的场景。
此外，来自四川泸州的油纸伞制作，来自
陕西的手工织布，来自浙江的竹雕技艺，
以及汝窑的传承人朱文立、钧瓷的传承人
任星航等都在现场展示了各自的代表作
品。

记者获悉，此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技艺展演位于绿博园东区连栋温室内，
在绿博会期间免费向市民开放，从 9月 26日
起至10月5日止，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6时可
以入场参观。

国土绿化成就
陶醉八方游客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天山风光”、“塔
克拉玛干沙漠绿化效果图”，走进绿博园内的
新疆展园，你立即会被一幅幅美丽风景所吸
引。昨日上午，记者在绿博园的很多展园内
都见到了用灯箱、图片等各种形式表现的国
土绿化成就。

“新疆是一个典型的干旱荒漠区和绿
洲经济区，森林覆盖率仅 4.02% ，绿洲面
积也只占自治区国土总面积的 5%。”新疆
展园的解说员告诉记者，新疆解放 50 多
年来，城市化面积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对塔克拉
玛干沙漠的绿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

在宁夏展园，有一处以宁夏防沙治沙成
果草方格为主的展示区，草方格上点缀种植
枸杞，凸现宁夏的地方特色。

与此同时，海南、澳门、香港等以绿化好
而闻名的省份和地区，则用各种名木，搭配着
地方的特色风景和建筑，在绿博园内形成了
一道亮丽的绿色风景线。

徜徉在绿博园，是一种绿色的享受。

绿色城市应该因地制宜
——访全国绿化模范城市晋城市副市长焦光善

20102010年年99月月2727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3 全景绿博会全景绿博会
责编责编 史越三史越三 编辑编辑 王一博王一博 校对校对 刘玉娟刘玉娟 电话电话 67655285676552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