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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设节约型生态型公园新模式——以重庆金州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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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地城市新区在建设过程中，大量的渣土弃置在规划的绿地范围内，对原有生态形成了强干扰，造成人居环境紧张与

公共空间缺失，回填结束后的生态修复和公园建设成为一项新课题。按照生态修复理论，以两江新区金州公园的建设实践，

面对高回填场地、无序的地形等复杂问题，践行新发展理念、创新规划思路、探索建管新模式、创造新施工工艺，探索建设

节约型生态型公园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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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ountainous city area, a large amount of waste soil is abandoned in the planned green space, 

which forms a strong disturbance to the original ecology, resulting in the tension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the lack of public space.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ark construction after backfill has become a new topic.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Jinzhou Park in Liangjiang New Area as an example, in the face of complex problems 

such as high backfilled site and disordered terrai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nnovative planning ideas, new mode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new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re practiced and the new mode of economical and ecological public park is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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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 年 4 月，重庆市委书记指出，金州公园将城建废弃土渣变废为宝，让浅丘、湿地、湖泊美景重现。坚持了以

人民为中心，把自然引入城市，为市民打造高品质生活新空间。在此之前，国家住建部、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等专家领

导均对金州公园的建设成果给予认可。 

渝高公司在两江新区管委会、两江产业集团的统一部署下，在规资局、建设局、城管局、市政园林管护中心等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从“抓落实、抓细节、抓品质、抓突破”方面入手，大力施行“践行新发展理念、创新规划思路、探

索建管新模式、创造新施工工艺”四“新”工作法，探索公园建设管理新模式。 

1 抓落实，践行新发展理念 

城市公园作为城市生态环境基础、市民活动场所、文化形象载体，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促进城市与自然共同发

展的核心工具。两江新区积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放弃商业开发“黄金宝地”，打造以运动健身为主题

的金州公园。发挥“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生态优势，加快公园城市、海绵城市等建设。 

金州公园位于两江新区金州大道与平祥路之间，公园北邻九曲河湿地公园，南邻照母山森林公园，东有规划中的

生态体育公园，西接嘉陵江金海湾滨江公园。公园 6 公里以内覆盖主要商业购物、居住生活区，辐射人口未来将达到

12 万人左右。具有新区生态系统中心枢纽、旅游人群的核心聚集作用。是新区核心区重要的生态板块和公园体系建设

的中心枢纽项目。 

2 抓细节，创新优化设计方案 

2.1 “三个坚持”优化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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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生态修复理念。通过分析场地从 2009 年到 2016 年期间的卫星图片，采用“逆生长”的设计手法，着力恢复

重现公园场地原有的浅丘、湿地、湖泊等独具特色的地形地貌，还原场地的乡愁记忆。坚持因地制宜理念。公园原始

场地为城市建设土方消纳场，公园设计结合生态修复的理念，利用多余土方，精心开展行微地形营造，形成了 10 个特

色山丘，将消纳场“变废为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为让公园能更好的被人们“用”起来。公园充分利用多

变的空间格局，串联起丰富的活动项目，基本满足了“全年龄段、全时间段、全季节段”覆盖的复合性功能需求，为

人们创造了多元化的智慧型景观生活空间。 

2.2 “三个全面”完善设计方案 

全面打造生态公园，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恢复重现原有的浅丘、湿地、树林、田

园、草地等地形地貌，通过严格的原生植被保护、更具多样性的植物群落补充，打造两江新区生态系统的“中心枢纽”。

全面推行海绵公园。按照“渗、蓄、滞、净、用、排”海绵城市理念， 近千万立方米的消纳场被精心打造成了 10 个

特色山丘， 通过浅丘地形、生态湿地、透水铺装的全海绵营造，实现了“小雨不湿鞋，大雨不积水”的效果。全面建

设运动公园。按照“全、康、乐、聚、尚、活” 设计理念，以慢行步道系统串联起丰富的活动项目，场地间轻干扰，

公园轻维护，为市民轻运动提供绿色户外空间。 

2.3 转变设计思路，节约建设成本 

一是改植物布局。放弃传统“五重景观”方式，采用疏林草地为主、组团式布局为辅的模式，精简植物层次，降

低栽植密度，保证植物后期生长空间的同时减少植物用量。二是改植物品种和规格。公园局部种植精品大树以及优选

少量特色品种，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种植易于采购、便于运输、适应性高的本地苗木，提高栽植成活率，减少

补栽苗木数量。公园共使用樱花、紫薇、蓝花楹等乔木 60 余种，金叶假连翘、彩叶杞柳等灌木 140 余种，形成层次丰

富的景观体系。 

三是土石方就地消纳。采用微地形整理的设计方式，统筹优化标高系统，制定最优的土石方平衡方案，实现土石

方就地消纳，有效节约建设成本。金州公园通过植物布局、植物品种和植物规格的转变以及土石方的就地消化，将造

价控制在 290 元/㎡左右，远低于全市综合性公园建设造价水平，节约总体建设成本至少 9000 万元。 

3 抓品质，探索创新建管模式 

自 2016 年金州公园建设项目立项取得批复，渝高公司就组建了从项目前期报建、方案、设计到现场施工建设再到

后期公园维护一体化管理。项目建设各阶段、各环节、各专业抽调专人负责，全过程参与介入，现场施工人员要参与

前期项目并了解熟悉设计方案；设计人员要全过程跟踪服务，并监督、配合现场施工，参与项目现场全工程；后期维

护人员要了解公园设计理念，熟悉现场施工各环节，对施工工艺、质量全程参与，并达成最终效果。 

3.1 做好项目管理，让设计有效落地 

3.1.1 创新设计管理模式 

精心设定设计单位挑选模式。改公园设计低价评标方式为综合评标法，提高提高设计单位创新创意环节积极性，

对公园最终的方案走向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 

调整设计付款模式。创新采用施工图完成付款到 60%，预留近 40%的设计尾款用于施工阶段的后期服务的付款模式。

从制度层面保证了设计单位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参与施工阶段的再创作过程。 

3.1.2 创新技术交底模式 

渝高公司改变以往的设计交底问答式模式，改为“设计单位介绍方案——施工单位图纸质疑——设计单位技术交

底——设计单位图纸答疑——施工单位技术反交底”的创新流程，让施工、监理、跟审等现场实施单位，明确设计意

图，把握好大方向，让纸上的规划有效落地。 

3.1.3 完善管控制度 

制定《公园项目反交底标准》《公园项目景观关键环节主控标准》等内控文件，有效的防止了因施工单位水平参差

不齐造成的品质水准不稳定。制定《设计巡查告知制度》和《设计预变更制度》，对现场施工中发生的与图纸不符、错

漏等问题，及时补位，指出问题。设计预变更制度保障了工程进度，提高现场应变能力。能快速的解决金额不大的变

更调整问题，同时建立项目变更台账，有效防止项目超投资的情况发生。 

3.2 做好现场管理，让公园建出风采 

3.2.1 强化制度，压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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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建立特色管理团队。成立装饰景观管理部，抽调公司景观、装饰、安装等专业人员，强化常规绿化管理的同

时，按照室内装修标准管理硬质景观，实现项目“从里到外”的高品质呈现。 

二是建立清单化管理制度。现场管理从质量、安全、进度、廉政、人员到岗履职等方面形成考核制度，实行分类

清单考核。对监理、跟审单位建立实施月度 100 分制考核和现场安全管理、监理安全管理、施工 13 条安全管理细则等

制度，严格项目制管理，执行民工工资“一金三制”制度，并遵循“模拟排版、小样先行”原则，以项目例会制强化

分工合作。 

3.2.2 规范流程管理，建立模块化、标准化清单制管理流程制度 

各阶段、各环节对号入座，合理、合法、合规、简洁、快速推进项目建设。现场遵循“模拟排版、小样先行”原

则，组织流程化管理，以项目例会制分类分块分组强化分工合作。 

3.2.3 硬质景观精细化管理上，突出“放线、排版、定标高”的 7 字方针 

放线，根据图纸和现场确定出完成面的准确平面位置。排版，根据完成面的尺寸确定版型大小，对材料定制加工

后施工。定标高，根据设计完成面的标高，倒推垫层、基层等结构层的标高，保证每一层的精准度和平整度。通过这 7

字方针，可解决现场一系列“收边收口”“材料大小不一”等问题，有效控制块面材料铺装等的施工品质。 

3.3 做好公园管理，让现场管出特色 

3.3.1 创新建管模式 

金州公园项目有别于其他公园项目修建完毕后由社会单位管理，而交由建设管理单位继续管护，这个模式可保证

项目在建设完成初期实现工程建设与日常管护的无缝衔接，既区别于社会单位管理以利润为导向的管护，又能保证管

护人员深度理解公园规划，以效果为导向开展管护工作。 

3.3.2 完善采购制度，确保物资保障 

创新完善物资采购程序，即以“年”为单位，通过“单价竞争比选、综合总价最低价中标”的方法，选择长期供

应商，提高物资采购效率，满足管护现场物资采购及时性需求。 

3.3.3 借力科技，提升智慧管理和服务水平 

金州公园全域安装智能音乐、照明、喷灌、消防和安防系统，配置智能扫地机器人、自动售货机，初步实现智慧

管理和服务。在“智慧城管”的大框架下，公园建设包括智慧导游、智能灌溉、火情监测、免费 WIFI、灯控等 7 套智

慧公园的子系统，以更科学有效的方法开展公园管理、日常养护、游客服务等工作，节约公园照明、用水等费用。 

4 抓突破，创造新施工工艺 

金州公园作为两江新区生态修复的示范项目，其规划设计获得了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科技进步奖规划设计类二等奖，

在建设后申请 10 多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一是创新运用新材料。改变传统公园建设使用大量花岗岩、青石等天然石材模式，探索运用预制清水混凝土、艺

术混凝土制作台阶、坐凳、景观墙体、滑板场等，并申请“艺术清水混凝土饰面施工除尘设备”“一种弧面透光混凝

土景墙结构”等专利。二是推广海绵城市建设。针对公园在高回填地基上建设，不均匀沉降、开裂、垮塌等问题，项

目践行海绵城市理念，在全透水建设的要求下，深入探讨钻研，实际运用并总结申报“一种利于排水的公园人行道结

构”“人工溪流生态种植设备”“一种生态雨水收集管理利用装置”等专利。三是实施科学管理。运用科学的管理办

法辅助施工管理，实际运用并总结申报“基于航测摄影技术的园林工程施工管理台”“一种土方模型软件辅助地形设

计台”“公园智慧运营管理监控终端安装结构”等管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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