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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由广东省林业局、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2024
绿美广东交流会暨第三届广东“双碳”达标先锋研讨活动在羊城创意产
业园举行，相关职能部门、高校专家学者、行业头部企业代表等共赴现
场，围绕如何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等问题建言献策，一同将“绿美”绣入广东高质量发展蓝图。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广东省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俊光，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杜传贵，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社长、总编辑林海利，以及来自广东省发改委、广东省
工商联、广州市工商联、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广东建工集团、

广州交易集团、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华南农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等单位有关部门负责

人、高校学者、协会及企业代表200余人
出席了本次会议。

“绿化美化，归根到底就是要创
造一个最好的人居环境。”何镜堂开
篇即点明了绿化与人居环境和城市
建设的联系。他表示，中华文明自
古崇尚“和谐”，以人为本、以自然
为美，构建整体和谐、舒适、宜居的
物质和精神空间环境是古往今来的
理想人居环境给人们的基本启示。
何镜堂表示：“‘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的理想的绿色和谐
人居环境一直是我们城市建设的根
本目标。”

绿色、和谐的人居环境，体现在
多个层面的“和谐统一”。例如，在社
会层面，要体现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和
谐统一；在建筑层面，要体现城市、建
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建筑文化层
面，要体现文化传承与建筑创新的和
谐统一。

身处岭南大地，要让人们“记得
住乡愁”，就需要将岭南特色寓于人
居环境当中。“岭南地区河网密布，
植被丰富，山川秀丽，民众亲水喜
绿，建筑多与绿化及水面结合”，何
镜堂认为。此外，岭南地区多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夏热冬暖，常年降雨
较多，湿度较大，因此隔热、通风、防

潮、遮阳为岭南建筑需要解决的首
要问题；岭南地区是内陆文化与海
洋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
之地，因此岭南建筑文化表现出包
容性及融合的特点。

“岭南的城市建设应当充分利
用独特的山水环境，深入推进绿美
广东生态建设，擦亮岭南高质量发
展绿色底色，打造具有世界水准与
岭南特色的城市空间环境。”何镜堂
强调。

好建筑没有统一的标准。何镜
堂从自身经验出发，提出了“两观三
性”论，也成为他建筑创作构思的原
点与哲学基础，即建筑要有整体观
和可持续发展观，建筑创作要体现
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和谐统
一。在演讲中，何镜堂表示，地域性
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性是
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性则体现
建筑的精神和发展。

对于建筑的时代性，何镜堂表
示：“建筑与所处的时代紧密结合，
它必须反映当今时代的要求，比如
体现绿色、节能、环保的‘双碳’理
念，还要结合智能化，体现新技术的
影响。”

▶以岭南城市建筑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在广州市从化区凤凰山麓的流

溪河畔，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
宁静庄严地融于青山绿水之中。开
馆以来，这里已成为新时代广东文
化新地标。

“这个建筑有一条非常清晰的
中国文化的主轴，前有流溪河，后有
凤凰山，保留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空
间序列，又与岭南山水融合在一
起。”提起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
馆，何镜堂介绍，他们当时对整个中
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的定位，就
是“中华典藏、岭南山水、时代新韵、
文明灯塔”。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的
建设中，还有一个关于古树保护的
动人故事。

何镜堂现场讲述，在主楼文沁
阁南面，他们建造了一个水庭，其中
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株已有 209年历
史的格木。在设计建造时，何镜堂
团队并没有把这棵树移走，而是将
它原址保留下来。“我们非常珍惜这
棵树，把它保留下来，甚至专门成立
了一个顾问小组来保护它。”

为了凸显作为地域性的岭南文
化，何镜堂更将肇庆的端砚放在池
水另一端，与格木在视觉上形成呼

应。于是，主楼文沁阁前的空间，通
过组合水庭、古树和端砚等，成就了
一幅水墨丹青。

根据今年2月召开的2024年全
省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2024年，广
东将全力做好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
心开馆系列工作；高水平推进白鹅
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美术馆、非遗馆
展陈建设，力争今年“五一”正式开
馆，这也是何镜堂团队的又一建筑
力作。

在谈到广东美术馆、广东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广东文学馆
广东省“三馆合一”项目时，何镜堂
介绍，这个建筑宛如珠江边的一艘

“文化巨轮”扬帆起航，由于白鹅潭
所处的是老城区，团队选择以这个
建筑群来体现“老城市新活力”，具
有岭南特色。

人、城市与自然的交流成为“三
馆合一”项目的一大亮点。何镜堂
强调：“我们非常注意把它变成一个
城市的客厅，不管是开馆还是闭馆
的时间，老百姓都可以在建筑前的
拱廊活动，从下沉的空间中看到珠
江，使得城市与珠江产生连接。这
个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变成一个
老百姓活动的很好的地方。”

▶广东“文化新地标”和古树保护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
以绿化美化创造绿色和谐的人居环境

4月 18日，在2024绿美广东交流会暨第三届广东“双碳”
达标先锋研讨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重磅亮相，并发
表题为《地域、文化、时代——具有岭南特色的人居环境构建与
建筑创新实践》的主旨演讲。现场嘉宾如同置身别开生面的建
筑课堂，对身边的城市建筑有了新的认识。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如何用
“两观三性”论来指导现实的建筑
创作？

何镜堂表示，一个合乎逻辑的
建筑设计构思过程，常常是从地域
中挖掘有益的“基因”成为设计的依
据，从文化的层面深化和提升，与现
代的科技和观念相结合，并从空间
的整体观和时间的可持续观加以把
握，创作出“三性”和谐统一的有机
整体。

在演讲中，何镜堂展示了自己
多个建筑创作的案例，以及背后的
故事和巧思。例如，他参考北京圆
明园终景“九洲清晏”，为世博会中
国馆打造了屋顶花园“新九洲清
晏”，将中国文化融入其中；殷墟博
物馆新馆以大气古朴的外型，建于
广袤深远的殷墟遗址前，以青铜图
体现殷墟文化的特质，人们来到三
楼西边的回廊上，就能一览遗址全
貌……

近年来，广东“上新”不少地标

性建筑。2022 年 7 月，中国国家版
本馆广州分馆正式开馆；2023 年 8
月，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
堂亮相；2023 年 10 月，广州设计之
都设计殿堂项目竣工验收，因外观
独特被称为“悬浮的月光宝盒”……
这些体现岭南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建
筑，都是出自何镜堂之手。

有些建筑以形状和结构的独特
设计彰显时代性，在提到位于广州市
南沙区的人行景观桥聚星桥时，何镜
堂介绍：“这座桥的形状是三肢星型，
三岸起拱相互支撑成桥，寓意粤港澳
三地携手，汇聚同心。”而有些建筑则
让人在移步易景中领略岭南风情，对
于广州市白云区的云珠酒店，何镜堂
就在不同星级酒店间，穿插布置大小
不一的岭南园林庭院。

何镜堂对建筑作品设计理念的讲
解，让与会领导嘉宾感到受益匪浅，不时
拿出手机拍照记录。有嘉宾告诉记者，
何镜堂院士的演讲，让她对身边的城市
建筑有了与以往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立足地域、文化、时代打造城市建筑

南粤大地，山川秀美，绿意盎然。
2023 年是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的开局之年。2023年2月，《中共广东省
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
定》正式印发，强调要突出绿美广东引
领，高水平谋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活动中，广东省林业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吴晓谋介绍了广东大力推进绿
美广东生态建设的进展情况。2023 年
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实现良好开局，“六
大行动”卓有成效，“三大效益”日益凸
显，超额完成“2个200万亩”年度任务，
岭南国家公园、华南国家植物园、深圳
红树林中心等国字号工程取得重要进
展，全省形成高位部署、整体推进、群策
群力、共建共享的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良
好局面。

2023 年，全省完成林分优化提升
230.9万亩，森林抚育提升215.1万亩，石
漠化综合治理8.9万亩。积极打造以森林
公园、郊野公园为主体的绿美广东生态建
设示范点193个，评定省级森林城镇35
个，建设森林乡村104个、绿美古树乡村

54个、绿美红色乡村56个、示范性自然
保护地104处，建成古树公园24个。

全省21地市同心聚力、实招频出，
加快从“绿起来”向“美起来”转变。广
州通过制定《绿美广州五年行动计划
（2023—2027 年）》，确立“树葱茏、道千
里、惠万民”的愿景目标；湛江高标准编
制实施《湛江市红树林保护修复规划
（2021—2025 年）》，擦亮“红树林之城”
生态名片；汕头初步构建“一核一带三
廊四屏五区”的绿美汕头生态建设新格
局；惠州努力打造“城在山水中，家在花
园里”的优美花园城市……

2024 年是广东全力推进县镇村绿
化工作的行动之年，广东将继续统筹推
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六大行动”，争取
在5月底和9月底前分别完成林分优化
提升 200万亩、森林抚育提升 200万亩
目标任务，推进2个以上国家森林城市
（县城）开展创建，建设 30 个省级森林
城镇、100 个省级森林乡村、50个绿美
古树乡村、50个绿美红色乡村，全力打
造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广东持续厚植“绿美家底”

作为首批国家低碳试点省和碳排
放权交易试点省，近年来，广东在林业
碳汇、低碳经济等领域也作出了诸多探
索。广州、深圳和肇庆高新区成为国家
首批碳达峰试点。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底，全省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
量2.24亿吨，累计成交金额64亿元，均
居全国区域碳市场首位。

为了进一步响应国家“双碳”目标，
活动当天，羊城晚报广东“双碳”研究智
库正式成立，首批智库专家共 20 人。
智库将依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媒体
资源和品牌影响力，集聚科研机构、高
校专家学者、行业头部企业，围绕政策
解析、技术研究与创新、实施路径探讨
等多个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战略指导，为
广大社会公众增强环境意识和参与能
力提供平台和渠道，助力广东“双碳”工
作迈上新的台阶。

现场还开展了主题为“绿美广东谋

发展”和“共话落实‘双碳’目标”两场圆
桌会议，专家学者、企业大咖、碳排放权
交易中心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围绕绿
美广东生态建设、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等话题展开了深度的分享与交流。
广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何波祥
提到，在稳步推进绿美生态建设的过程
中，森林质量精准提升非一朝一夕之
功。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
院树木学教研室副教授秦新生则指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推进绿美广东
需要多部门联合，高效运作，提炼关键
问题重点击破。

对于下一步的规划，广东将紧盯林
分优化提升、森林抚育提升两个“200
万亩”目标，多方整合资源，广泛凝聚社
会力量，形成合力，统筹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扎实推进
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积极探索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广东路径。

建立广东“双碳”研究智库

“作为经济大省，广东高水平谋划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绿美’绣入发展蓝
图，充分展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和成
色。”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副社
长孙璇在致辞中表示，作为民生大报，羊
城晚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好这
美丽画卷的记录者、传播者，推出《绿美
广东在行动》《碳路新工厂》等策划报道，
以独特视角呈现绿色发展的万千气象。
同时，组织多场义务植树活动，吹响广东
爱绿、植绿、护绿集结号。

2022年，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与广东
省林业局合作推出绿美广东系列宣传活
动，开创了“政府+权威媒体+高校+企
业+行业协会”的多方跨界联动模式。
在新的一年，双方再度携手，延续历届研
讨活动的品牌亮点，举办2024绿美广东

交流会暨第三届广东“双碳”达标先锋研
讨活动，邀请院士助阵、专家学者聚首、
领军企业汇聚，凝聚各界力量共谋绿色
发展，构建广东全域绿美大格局。

以“两观三性”打造经典中华文化
殿堂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出席了
本次研讨活动并发表主旨演讲，主题为
《地域、文化、时代——具有岭南特色的
人居环境构建与建筑创新实践》。何镜
堂介绍，“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理想、绿色、和谐的人居环境一
直是城市建设的根本目标。岭南大地
河网密布、植被丰富、山川秀丽，其城市
建设应当充分利用独特的山水环境，深
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擦亮岭南高
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打造具有世界水准
与岭南特色的城市空间环境。

跨界融合共谋绿色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发表主旨演讲

活动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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