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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发展模
式已经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趋向。安居、乐业、增收和
天蓝、地绿、水净已经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生
态园林城市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通过不断拓展城
市绿地规模，对绿化景观进行合理布局、精细化养护管
理，提高园林绿化水平，构建舒适宜居的人居环境，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对人民生活质量
的提高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生态园林城市是园林城市的更高水平和层次，是对园
林城市内涵的拓展和深化。其理念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其实质是通过城市生态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贺兰县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的意义
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贺兰县建设生

态园林城市对建设生态美、人气旺、产业兴的魅力贺兰，
对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促进
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
发展、持续繁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一）建设生态园林城市，是改善人居环境、提高人
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大量农村人口迁居
贺兰县，随着城市化发展，建筑、交通、绿化景观等方面
都在为人民群众提供着更方便、快捷、舒适的居住体验。
城市良好的绿化景观可以承载当地的人文历史气息，体现
当地民俗习惯，还可以成为代表城市魅力的独特名片。优
美的生活环境不但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给人美的享受，
还无形中规范着人的社会行为，促进城市向更加文明宜居
的高度发展，将很大程度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二）建设生态园林城市，是提高城市品味、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抓手

城市是发展经济、开展文化教育等活动的重要载体，
良好的生态园林景观体现了城市的品味，将极大提升城市
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能汇聚人气、吸引人才、促进科
技、文化、教育、旅游等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开放包容的
城市形象对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将起到重要
作用。

（三）建设生态园林城市，是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
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宁夏地处黄河中上游，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园林绿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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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维持碳氧平衡、蓄水保水、调节温湿度、滞尘减污、防
风降噪等功能，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加强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建立保护城市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
助力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二、贺兰县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现状
近年来，贺兰县城内社区公园、口袋公园、小微绿地

数量不断增加，努力实现居民出行“300m见绿、500m见
园”的目标，不断完善城市绿地服务居民休闲游憩、体育
健身、防灾避险等综合功能；对新建小区提高宅间绿地环
境质量，争创“园林式居住区”；公园内逐步完善休闲游
憩、运动健身、文化科普、儿童游戏等设施，满足不同人
群的游园需求；不断提高绿道建设水平，发挥绿道串联城
市自然山水人文和服务百姓休闲游憩健身的功能，积极组
织在绿道中开展健步走、公益跑等活动，倡导绿色出行、
绿色消费，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类型丰富的休闲游憩空间。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虽然贺兰县的绿化景观近年来有了明显提升，但要充

分合理规划城区绿地，使贺兰县达到生态园林县城标准，
助力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还存
在短板，需用足心思，下足功夫。

（一）多部门管理，建管分离，管理难度大，影响贺
兰县园林绿化整体发展

目前贺兰县园林绿化工作有自然资源局、综合执法
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多个部门参与管理。自然资源
局作为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全县生态园林绿化景观总体
规划、全县国土绿化方案编制及实施、绿化工程建设等工
作；综合执法局负责县城内公园、广场、街头绿地、街巷
行道树的养护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住宅小区绿化
监管职责；街道办事处负责无物业小区遗留绿化工程的实
施监管，多部门管理，业务存在交叉和死角，建管分离，
衔接不畅，管理难度大，影响贺兰县园林绿化整体发展。

（二）林地管护模式粗放，缺乏统一标准，景观效果
差

一是建设单位对绿化工程精心设计，建成进入养护期
后资金投入减少，管理粗放，导致已建成绿地养护不到
位，景观效果差。二是缺乏明确统一的养护标准，导致林
带养护方式不同，绿地景观参差不齐。三是养护措施粗
放，养护人员不专业，管理措施不当，不利于林带及绿地
良性生长。

（三）绿色廊道建设薄弱
几年来，贺兰县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道路网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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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基本实现了城乡绿地连接贯通，但除部分主干道行道
树林荫率高以外，其他道路行道树均为近几年栽植，规格
较小，尚未形成林荫景观。与此同时，部分主干道行道树
高大茂密，遮挡路边居民采光，杨柳树春季飘絮，越来越
多过敏性鼻炎患者苦不堪言，随风飘扬的杨柳絮同时增大
了春季火灾隐患，群众要求更换行道树的呼声越来越大，
充分考虑群众诉求，现有林荫道也将难以保留，短时间内
贺兰县城绿色廊道建设难以看到显著成效。

（四）群众参与度低，缺乏爱绿护绿意识
城市建设本应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人民群众共同参

与，但当前园林绿化建设工作往往都是单纯政府主导，较
低的群众参与度导致群众对绿化景观的认同度和归属感较
低、主人翁意识较差，与此同时，有的群众对环保知识了
解的少，对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尚未充分认识，有
的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及做法无动于衷，有的为了自己的小
利益，随意破坏污染环境。虽然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直
接参与者和受益者，但是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不
高，从而缺乏主动爱绿护绿的意识，随意占绿毁绿现象时
有发生。

（五）缺乏优秀专业人才
近年来，由于机构改革及编制限制，从事林业建设管

理的人才数量和工作量不相匹配，一人身兼数职，缺乏专
业工作经验，工作难度大，工作成效不明显。加之小县城
发展平台有限，缺乏高层次人才吸引力，难以形成高水
平、高素质的园林城市建设队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贺兰
县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发展。

四、对策建议
（一）重建体系、明确职责、建立标准、统筹规划
对各部门承担的职责和管辖的绿地进行整合，明确职

责，合理分工，确保各工作环节衔接通畅，所有绿地管理
不留死角。建立明确统一的管护标准，对全县绿地进行统
筹规划，对各要素进行综合安排，充分考虑人与自然和谐
统一的原则，满足城市健康、安全、宜居的要求，推进留
白增绿、拆违建绿、见缝插绿，加强立体绿化，做到应绿
尽绿，不断增强城市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使绿地融入城市
建设的各个环节角落，构成协调美观的统一整体，成为不
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之一。加强对重大绿化项目设计、施工
管理，科学论证和实施，保障项目质量，努力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宜居环境。

（二）增加绿化养护资金投入
资金支持是城市生态园林建设的必要保证，政府应加

大绿化养护资金投入，为贺兰县生态园林建设提供资金保
障。生态园林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持续性投入，还需积极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同时鼓励群众通过共建、认领等方
式参与生态园林城市建设，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共建美丽贺兰家园。

（三）将乡土文化融入生态园林建设，打造特色景观
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不但是经济和社会建设，同时是对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要结合资源
优势、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乡风民俗等因素因地制宜制
定发展规划，充分挖掘地方特色，合理优化城市布局，利
用园林绿化景观放大城市特色和魅力，打造出凝聚经典的
生态园林城市景观。

（四）科学配置树种，实现长期生态效益
一是推广生态绿化方式，提高乡土及本地适生植物的

应用比例，坚决反对大树进城，避免片面追求景观化，节
约务实推进城市绿化工作。二是重视设计所用的树种对环
境带来的副作用，加强对植物花粉过敏的源头控制。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专业技术人才对生态园林建设的重要性毋容置疑，贺

兰县一方面需在人事聘用上加大相关专业人才的引进力
度，保证决策者要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准，另一方面，加强
现有队伍里干部职工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人员专业素
质，重视他们的成长和技能提升，为他们提供良好的职业
发展环境。同时，广泛寻找社会上成熟有经验的团队进行
合作，探寻最适合贺兰县发展的设计理念，让强有力的人
才队伍引领贺兰生态园林城市建设。

（六）提高群众参与度
政府引导是城市建设的重要保证，在贺兰县生态园林

城市建设中，政府要充分发挥服务作用，积极宣传，广泛
征集民意，引导群众充分参与到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中来，
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群众主体地位，调动群众
参与积极性，让群众成为城市景观的创造者，体现主人翁
意识，实现美丽家园建设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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