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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匠心打造更宜居的园林生态绿城
文/韩庆文 管佳

绿地开放共享

火柴盒音乐节
厚街鳌台公园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东莞，依山傍海，钟灵毓秀，内

有纵横交错的内河水系，外有长达
112.2 公里的海岸线，东部逶迤连绵
的银瓶山构成了天然绿色屏障。大山
大水的自然禀赋为东莞的园林生态建
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神韵和基底。

近年来，东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绿水青山
为统领，以生态宜居为目标，高质
量、高标准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不断改善城镇生态环境，大力提升城
市品质，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2023
年底，东莞建成区绿地率达44.79%，
绿化覆盖率达49.06%，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了 19.68 平方米，全市各类
公园超1200个，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
务半径覆盖率91.62%。东莞的园林城
镇创建工作也走在全省前列，目前全
省共有 4个国家园林城镇，3个在东
莞，全省 14 个省园林城镇全部在东
莞。特别是不久前东莞城市园林绿化
领域的多个项目被纳入《广东省城市
建设领域可复制推广典型案例》，更
是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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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公园：
开辟园林绿化“新领域”

口袋公园建设，是新时期城市园
林绿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口袋公
园不仅能够改善生态和人居环境，提
升城市的品质，也让城市更加温馨、
更加方便、更加满足公众对绿色、对
公园的渴望与需求。

东莞大力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充
分利用道路街头边角位、插花地、桥
下空间、城市更新后的闲置地，以及
原有绿地、游园、江河湖海滩头地、
水岸边等，充分挖掘可利用场地，结
合 场 地 的 特 点 和 本 土 特 色 ， 因 地 制
宜，打造出特点鲜明的口袋公园。

“化黑点为绿点”是东莞口袋公
园建设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亮
点”。东莞高埗镇低涌村，曾被媒体曝
光为卫生黑点，积存垃圾问题十分突
出，环境恶劣。该镇投入 40 万元对其
进 行 绿 化 改 造 ， 在 原 地 打 造 口 袋 公
园，新栽植行道树、铺设草坪，并增
设休闲步道、健身设施，再将周边老
房 子 增 加 墙 绘 ， 道 路 两 边 划 上 停 车
位，现如今已是村里的网红打卡点、
村民聚集地，市民幸福感、获得感得
到极大提升。广深沿江高速沙田段桥
底原来为杂草丛生的闲置地，经过改
造，种植罗汉松、榕树等盆景和放置
黄蜡石等景观石，形成错落有致、移
步见景的奇石公园，并建设篮球场等

设施，成为当地居民休闲好去处。更
典型的还有东莞市南城街道水濂山石
场生态修复项目。水濂山在上世纪九
十年代末期曾被多次开采花岗岩石，
山体多处遭到严重破坏。为深入推进
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提高区域生态质
量，南城街道水濂社区对 400 亩的水濂
山石场进行生态修复，通过坡面危岩
清理、废石清理、森林抚育等措施，
修复场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提升
石场开采遗迹的植被覆盖率和景观美
感，并全面整治周边环境，利用场地
石材对登山步道进行生态化处理。经
过生态修复及环境整治，不仅将昔日
的旧石场打造成了具有岭南特色的地
质公园，而且为市民提供了一处全新
的融休闲、游乐、研学、自然教育于
一体的绿美城镇公园。该项目也成为
广东省城市园林绿化领域可复制推广
的典型案例。

东莞口袋公园建设高潮迭起、如
火如荼。据了解，东莞 2021-2023 年已
打造 455 个口袋公园，完成全市“一社
区一公园”目标，2024 年在“一社区
一公园”基础上，积极融入“1 米高度
看城市”“国球进公园”和技能公园等
要素，因地制宜在全市打造 160 个口袋
公园，目前全部已完工。

小 巧 玲 珑 、 绿 意 盎 然 的 口 袋 公
园 ， 犹 如 晶 莹 剔 透 的 “ 祖 母 绿 ” 宝
石，镶嵌在东莞的角角落落，已经成
为居民的“网红打卡地”，也成为城市
靓丽的新景观。

文化赋能：
开创园林绿化“新境界”

园林绿化是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也是展示城市文化的重要平台

和窗口。东莞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丰富
的优势，将自身的特色文化深度融合
到园林建设中，把园林绿化建设提升
到“园林绿化+特色文化”的新高度，
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园林绿化
新文化。

大 岭 山 镇 把 东 纵 文 化 、 莞 香 文
化 、 荔 枝 文 化 、 广 场 文 化 、 家 具 文
化 、 客 家 文 化 融 合 在 各 类 公 园 建 设
中，建设了连平畔山公园、鸡翅岭村
公园、大环村公园等；茶山镇充分利
用原有的地形地貌，构建了具有茶山
特色的绿地生态系统，全镇范围内的
广场、公园等园林绿化景观，既保留
了原有的景观特色，又赋予了其新的
意义，特别是在南社遗韵和牛过蓢古
树景观保护中，彰显了千古小镇的景
观特色；企石镇以“千年古秋枫，一
城 园 林 景 ” 为 主 题 ， 围 绕 “ 以 人 为
本、生态优先、全民参与”的理念，
以绿水青山为统领，以生态宜居为目
标，高标准推进绿地建设；清溪镇结
合山水文化、诗词文化、客家文化等
特色，突出“一轴一带五片区”的发
展空间格局，形成“处处有绿可见，
季季有景可赏”的园林景观；石排镇
结合燕岭古采石场遗址、塘尾古村的
保护工作，建成了红石山公园、塘尾
古 村 公 园 ， 并 建 成 了 潇 湴 湖 、 海 仔
湖、木兰园等重点园林绿化工程，提
升了镇区环境。

其中，厚街鳌台公园是一个将优
秀传统文化与园林建设相互融合的成
功案例。鳌台书院是东莞唯一“三甲
留墨”。鳌台公园充分利用鳌台书院深
厚的文化基因，以 《鳌台王氏族谱》
中描绘的“鳌台八景”为核心意象，
打造了公园独特的八大主题景观，重
塑 出 一 个 “ 水 清 、 岸 绿 、 景 美 、 文
承、人和”的人文景观空间与生活游
憩空间，搭建了厚街文脉的重要传承
基地，也将成为厚街对外展示悠久历
史和厚重人文的重要窗口。鳌台公园
巧妙地将历史、人文和记忆镌刻在一
砖一瓦、一草一木之间，人文与景观
交相辉映，极具观赏价值和人文价值。

文化赋能园林绿化，提升了东莞
园林绿化的品质和内涵，营造出更加
浓厚的文化意蕴和氛围，增强了居民
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以民为本：
打造园林绿化新景象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园林绿化的根本宗旨和最终目的
就是为居民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
方便、更加宜居的生活空间，让居民
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近年来，东莞市把服务市民需求
作为提升城市园林绿化品质的内生动
力，转变工作方式，从“管理好”转
向“服务好”，以市民实际需求为出发
点，积极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更
好地满足市民对绿色空间的需求。

东莞积极探索公园绿地活动新思
路，充分发挥公园绿地的优势，因地
制宜，积极举办各类活动，打造多元
化“公园+”活动共享新模式。

东 莞 火 柴 盒 音 乐 节 活 动 是 擦 亮
“潮流东莞”的一张城市新名片。为推
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丰富公园绿地
内涵，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东莞市举
办了一系列火柴盒音乐节活动。该活
动以音乐为媒，通过不同音乐主题，
唱响了东莞故事，凝聚起了城市生活
浓厚的烟火气，展示出了东莞城市的
活力和创造力。该活动最大的特点就
是走出了室内剧场，到户外空间选择
舞台。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以公园
绿地为背景，让音乐与公园绿地共生
共荣、相互成就。该活动自 2022 年创
办以来，以东莞城市中心大草坪为原
点，同时辐射东莞多个镇街，在全市
范围的小广场、公共空间、公园绿地
常态化举办。通过举办音乐活动，公
园绿地成为市民“看得见、摸得着、
玩得上”、尽享音乐魅力的新舞台。

音乐为生态园林赋能，生态园林
为音乐增色。东莞火柴盒音乐节让公
园 绿 地 发 挥 出 了 新 效 能 ， 彰 显 出 了

“绿美东莞”新成效。东莞“公园+音
乐”的模式也成为了广东省城市园林
绿化领域可复制推广的典型案例。

击鼓催征势昂扬
奋楫扬帆再出发

生态兴则文明兴。东莞将继续秉
持绿水青山、公园城市的发展理念，
依托良好的生态基底，持续推动城市
公园、绿地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工作，不断提升园林绿化管理水平，
不断改善城市生态绿化环境，努力提
高东莞的城市品质和宜居水平，为东
莞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绿
色新动能。东莞正朝着美丽东莞的目
标奋勇前行。

（本版图片由东莞市城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