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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是人民公园发展的时代契机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 武凤文

我曾在几年前对国内30多个城市的人民公园进行摸底调查和走访，各

地叫法不一，但总体上对人民公园的理解应是免费开放的公共园林，功能以

服务本地居民为主。

人民公园的概念和群像崛起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想让民众休养生息，

为群众提供游览、休憩的场所，体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其中，较少

数人民公园为新建，大多数人民公园是把古代皇家、贵族、富商们的私家园

林“由封闭到打开”，进行内部整理后向市民免费开放。所以，“人民公园”这

个名词凝聚着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征。

当下，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物质生活富足的当下，人

们追求休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的需求越发旺盛，园林建设掀起新高潮。

各地涌现很多免费开放的新建市民公园，身为旅游胜地的园林古迹也对本

地群众免费开放，它们历史品相更好、技术更强、韵味更浓郁。

随着时间的演进，人民公园仍然是服务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依托。首

先，大多数人民公园均占据城市中心位置，文化体育设施较齐全，且是免费

的，是市民经济性选择；其次，从国家到地方，都非常重视民生，人民公园只

会越来越被重视；再次，国内老龄化趋势明显，公共公园有很大的服务群体。

如今，文旅融合为园林建设运营提供了新思路、新空间，人民公园的面

貌、职能未来或许会发生转变，大致可期的有 3个方向：一是具有某个突出

主题或功能，如云南玉溪的聂耳公园就以音乐为主题；二是综合公园对生

态、文化、科技性全面加强；三是公园的投资共建结构将变化，目前主要是政

府财政支出，未来也可能出现投资冠名，或其他吸引社会投资加入人民公园

建设、管理、运营中来。

中国文化传媒网: http://www.ccdy.cn

文化财富周刊
China Culture Daily·Fortune Weekly

2019年 11月 16日 星期六 己亥年十月二十 第858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89 邮发代号1-115 今日8版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关 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管 CHINA CULTURE DAILY

本版责编：张婷

本刊美编：张海宁

投稿邮箱：whcfzk@163.com文化财富周刊

*扫描二维码，掌上阅读，每
天都有新精彩。

文旅中国

2019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广州开幕

11 月 14 日，以“童心看世界，光影伴童年——与国同梦，与影童

行”为主题的 2019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在广州开幕。本届影展为期

5天，将举办中外儿童电影展映、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论坛、儿童电影项

目创投、儿童电影新片看片会、儿童电影版权交易会等活动。

影展共征集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46部中外优秀儿童电影参

展，最后进入展映的68部作品涵盖故事片、动画片、纪录片等片种，涉及亲

子家庭关系、成长、运动、自然环保等主题。《猫头鹰森林》《罗米的理发馆》

《过昭关》《大闹天宫》等中外优秀电影将在广州多个影院和中小学校、社

区、少年宫等地展映，影片主创团队也将与观众见面交流。 （据新华社）

特别聚焦

人民公园：辉煌的历史身影

各地的人民公园大都拥有悠久

的历史、珍贵的古代遗迹，有些还曾

在 历 史 风 云 变 幻 中 扮 演 过 重 要 角

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成立初期，，一批新建一批新建““人人

民公园民公园””在各地涌现在各地涌现，，为人民群众文化为人民群众文化

生活提供必要空间生活提供必要空间，，大多至今仍在为城大多至今仍在为城

市生活市生活发挥热力发挥热力。。

如天津人民公园是天津市仅存的如天津人民公园是天津市仅存的

清代私家园林清代私家园林；；重庆人民公园是重庆重庆人民公园是重庆

市近代第一座公园市近代第一座公园；；黑龙江省牡丹江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人民公园保留着渤海国遗址市人民公园保留着渤海国遗址；；广东广东

省广州市人民公园是当时孙中山向群省广州市人民公园是当时孙中山向群

众演讲宣扬民主革命理论的所在众演讲宣扬民主革命理论的所在，，并并

在上世纪在上世纪2020年代公布了国内第一个公年代公布了国内第一个公

园游览规园游览规则，可谓当地社会活动中心

和城市公共地标。

市民公园：延伸的时代景观

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城镇一体化随着国内城镇一体化

进程和城市居民集中度的加速提升进程和城市居民集中度的加速提升，，人人

民公园承担的功能越来越复合民公园承担的功能越来越复合，，比如成比如成

都人民公园都人民公园，，如今成为市中心规模最大如今成为市中心规模最大

的的、、开放式的风景园林历史公园开放式的风景园林历史公园。。另一另一

批公园批公园““人民公园人民公园””功能的接力者功能的接力者——

市民公园开始闪亮登场市民公园开始闪亮登场，，它们大多为新它们大多为新

建建，，在文化产业勃兴的当下在文化产业勃兴的当下，，以为城市以为城市

提供文化娱乐提供文化娱乐、、体育休闲的职能而赢取体育休闲的职能而赢取

极高人气极高人气，，获得了发展机遇获得了发展机遇。。

市民公园的规划通常与世界城市规

划的前沿思路高度接轨，体现出一种进

阶的与民共享的发展理念，是一个地区

经济、民生、文化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

如广东茂名市民公园，就是当地

重大民生工程，以前所在地叫“雷打

石”，是荒山野岭所在。如今，茂名市

民公园已成为集“旅游、观光、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生态公园，市民日常休闲

娱乐健身的好去处。在甘肃兰州，一

座沿黄河而立的市民公园正在筹建

中，也作为一项当地重大工程打造。

文旅融合：为新腾飞赋能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和旅游业

都迅速发展，尤其是十九大后，随着文

化和旅游的融合，一个新的文旅融合

的时代来临了。各地人民公园在发展

思路和空间上得到空前拓展。广州人

民公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艺

术、园艺类的活动大大丰富了基本功

能，新世纪以来，通过推倒院墙、空间

扩充、文化赋能和多元并举，使之成为

市民心中集生态休闲、文化体验和时

尚生活为一体的城市地标。

北京市公园中唯一带“人民”字

样的是劳动人民文化宫，位于中山公

园旁。

中山公园和位于中轴线上的北海

公园、景山公园等一道都属于历史渊

源较深的公园，也是首都居民精神文

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堪称市民公园的

典型代表。

中山公园这座市民公园，拥有中

山公园音乐堂这个北京重要的演出地

标。老员工侯希三介绍，中山公园音

乐堂是一个坐落于紫禁城皇家园林中

的场馆，70余年经历 3次改建，数次维

修；座位数从 5000座、3000座、2000座座

浓缩到现在的浓缩到现在的 14001400座座；；从京剧黄金时从京剧黄金时

代的名角竞逐到新中国政治文化盛事代的名角竞逐到新中国政治文化盛事

的中心，再演变为如今享誉海内外的专为如今享誉海内外的专

业古典业古典乐演出场馆乐演出场馆。“。“本身本身，，中山公园内中山公园内

就苍松古柏就苍松古柏、、花草繁茂花草繁茂，，是市民消夏好是市民消夏好

去处去处，，具有旅游禀赋具有旅游禀赋。。中山公园音乐中山公园音乐

堂则是用文化为公园引来了更大人堂则是用文化为公园引来了更大人

气气，，强化了形象和品牌强化了形象和品牌。”。”侯希三说侯希三说。。

““天坛公园开始恢复历史旧貌天坛公园开始恢复历史旧貌、、

重视保护古建后重视保护古建后，，也曾有人担心地方也曾有人担心地方

经济指数因此下降经济指数因此下降，，但事实证明但事实证明，，一一

边拆除杂乱建筑边拆除杂乱建筑、、一边旅游人数和地一边旅游人数和地

区收入都在增加区收入都在增加。”。”从从 19681968 年开始到年开始到

天坛天坛公园履职公园履职、、主导了后来天坛公园主导了后来天坛公园

古建筑维修等大工程的总工程师古建筑维修等大工程的总工程师、、园园

林专家徐志长回忆林专家徐志长回忆，，相较于原来混杂相较于原来混杂

其中的小个体产业其中的小个体产业，，文化转型赋予天文化转型赋予天

坛公园的经济价值坛公园的经济价值显然更为巨大显然更为巨大。。他他

提供了一组数据提供了一组数据：：早在上世纪早在上世纪 8080 年年

代代，，天坛公园每年就有天坛公园每年就有 100100 多万元收多万元收

入入，，上世纪上世纪 9090 年代年收入更近亿元年代年收入更近亿元。。

在他任职期间在他任职期间，，市民参与人数就占据市民参与人数就占据

天坛公园绝大部分人气天坛公园绝大部分人气，，每天约不少每天约不少

于于 55 万人次进园万人次进园，，总游客量全年总游客量全年 10001000

多万人次多万人次。。

全 视 角

人民公园人民公园：：

镌刻历史记忆镌刻历史记忆，，焕发文旅生机焕发文旅生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郑 洁洁

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座人民公园全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座人民公园，，这些公这些公

园大多拥有古迹所附带的时代印记园大多拥有古迹所附带的时代印记，，也是一代代城市也是一代代城市

居民生活记忆的鲜活合集居民生活记忆的鲜活合集。。在过去在过去，，很多人民公园承很多人民公园承

载着政治载着政治、、经济经济、、文化等综合功能文化等综合功能，，随着新时代文旅融随着新时代文旅融

合合、、文化产业的勃兴文化产业的勃兴，，人民公园的功能也在转变人民公园的功能也在转变，，以更以更

新的面貌成为城市文化休闲功能的重要载体新的面貌成为城市文化休闲功能的重要载体。。

聚 焦

成都人民公园：新时代的慢生活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公园有点特殊，它是中国第一个叫“公园”

的地方。几千年来，中国各地园林建筑不少，都是皇家园林或私

家园林，而成都人民公园是在 1911年由当时的成都将军玉昆主

持，在少城的南边开辟一地，卖茶卖饭、演戏说书、打拳射箭、展览

聚会，俗称“少城公园”。从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少城公园

是成都各进步团体演讲、演出、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地，也经受了

日军轰炸、国民党破坏等历史沧桑。1949年 12月，成都解放。后

10年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公园的建设和发展，分别三次拨款进

行整治。园内相继迁出大部分私营茶馆、饭店、澡堂、照相馆等；

拆除破旧房屋、疏淘入园金河等，大量绿化，收购私人花园加以扩

充。成都人民公园有大轰炸纪念墙、保路运动群雕组像等厚重历

史遗存存在；在景致上也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上百年老树随处可

见。由于游人如织，已经成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文旅时代的

人民公园是成都休闲文化精神的浓缩之地，市民散落其间，或坐

或走、或饮或赏、或歌或舞、或嬉或笑，各得其趣、各享其乐……这

里和毗邻的“宽窄巷子”一起成为成都的打卡地。

天坛公园：帝王堂前燕飞入百姓家

北京的天坛公园，在历史上兴建时是封建统治者祭天的所在。

据徐志长回忆，1968年，公园的荒草都长到一人多高了，外

坛已被全部占用，主要建筑损毁，没人修理。公园里建起了8个居

民区，整体面貌是“千亩果园万棵果树”，为的是适应那个特殊时

期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步调。当时，还有人提议把天坛公园建

成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大学校，后来有专家提出“天坛不是天桥，公

园不能变公社”。上世纪80年代，天坛公园才逐渐恢复起历史原

貌——首先，拆去了百间小个体户屋棚，整顿居民区；其次，所有

古建筑经历了一遍大修；第三，刨去几千棵果树，彻底保护古树，

栽种众多常绿乔木。

1998年，天坛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逐渐确定两个主要服

务群体：一为旅游人群，二是当地市民。天坛公园也从一度的政治

地标，变为拥有傲人历史资源的文化地标。天坛公园作为市民公

园完成了对北京城市资源配置、文化休闲功能的较大弥补。

北京天坛公园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民公园重庆人民公园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