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长春公园大家应该是
非常熟悉的， 长春公园前身为
长春市第二育苗场， 由于地势
低洼，2012 年以前因城市污
水、雨水进入圃内浸泡，以及大
量城市垃圾的倾泻， 使圃地中
部有一较大水域及沼泽地贯穿
南北，西部大部分为建筑垃圾，
东部为原有圃地， 总的来讲环
境十分恶劣。 根据长春市政府
对整体城市建设的要求， 西安
苗圃定为长春市园林重点改造
工程，经过严格的规划设计，两
年的施工改造， 至 2014年春
长春公园已经成为了市民健
身、娱乐、休息的重点场所。

园内分为 13个景区:包括
岩石园、儿童游乐园、台地花卉
园、花艺园等。 该园拟种植各种
植物 110种，十多万株，每年拟
种植牡丹、月季、郁金香、百合、
风信子等花卉 35万株，成为长
春市第三大公园。公园主要植物
景观分区为主，结合功能分区的
形式，功能与艺术有机统一。 公
园沿环形主路两侧逆时针布置
了 13个景区， 景区之间以密
林、疏林、草地、水面和地形作为
过渡和分割，以各级道路联系和
贯穿，使各观赏区之间既相对独
立，又通过自然生态林连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主入口设内外入口
广场，外广场除中间布置规则式
花坛外，两侧设置停车场，以满
足停车需要，内广场的轴线上布
置一组花坛，与外广场花坛相呼
应，既烘托主入口轴线，花坛内
的应时花卉也暗示出“花”的主
题。入口内广场的南端是由一组
微地形所围合的空间，微地形界
定了主入口内广场的位置，在形
成一道风景的同时，也形成一道
障碍，起到分割空间，阻隔视线
的作用，避免游人一览无余。

去过长春公园的，都应该
看过芍药花，据公园工作人员介
绍，长春公园芍药园位于公园东
南部，占地面积 3.7公顷。 今年，
为提升芍药园品质，给广大市民
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长春公园
还新引进了桃花飞雪、 百花争
艳、黄金轮、状元红等 20个品
种， 使栽植面积达到 1.6公顷。
除此之外，每年深受市民喜爱的
紫凤朝、凌花晨浴、粉池金鱼、胭
脂点玉等 12个芍药花品种也
如期盛开，包括红、紫、粉、白、黄
以及复色 6个色系，共有 32个
品种的 6万余株芍药花次第开
放。 美丽的花朵随风舞动，如胭
脂万点，成为市民游客心中姹紫
嫣红的美景。

记者了解到，一般的芍药
花直径在 10～30 厘米之间，
花瓣可达上百枚。 种子呈圆

形、长圆形或尖圆形。 芍药被
人们誉为“花仙”和“花相”。

/记者 李文琦 报道

满山披绿生机勃勃
昔日的黄土高坡已被绿色

覆盖。 实施退耕还林以来，延安
的植被覆盖率由2000年的46%
提高到2017年的81.3%。

“现在这里满山披绿、 生机
勃勃。 ”延安市宝塔区冯庄乡乡
长杨树伟站在一处山坡上对记
者说。从坡上远眺，青山隐隐，细
雨蒙蒙，水满陂塘，树绕村庄，好
似到了江南。杨树伟说，“这里形
成了一个非常湿润的小气候，最
明显的表现就是雨水多了。 ”

“湿润的小气候” 是延安以
退耕还林为主的生态环境建设
成就的一个侧影。 数据显示，退
耕还林20年来，延安年降雨量由
300毫米增加到500至600毫米。

在记者采访的几日里，从宝
塔区到吴起县，从安塞区到甘泉
县，一路雨水相随，仿佛时刻提
醒着人们，这里早已不再是黄沙
肆虐之地。

黄土地的新面貌
黄色曾经是延安的色调。在

延安市吴起县南沟村，老支书闫
志雄向记者述说起退耕还林前
的情形：一刮风，黄土、沙尘遮天
蔽日。山扛不了风，地保不住水。

20年前，延安曾是黄河中游
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如今，大块裸露的黄土地已不多
见。黄色代表着秋季山岭间斑斓
的树叶、南泥湾川道里翻滚的稻
浪以及游人相机中倾泻而下的
壶口瀑布。

有趣的是，在安塞，人们发
现以气势磅礴闻名的腰鼓不见
了昔日尘土飞扬的场景，原来是
因为漫山遍野披上了绿装。为了
展现腰鼓的气势，安塞区冯家营
村专门保留了一块黄土地，作为
演出的舞台。

蓝天白云已是常态
陕北民歌里唱道：“蓝个盈

盈的天上飘着一疙瘩云。 ”
如今的延安，蓝天白云已是

常态。 气象资料显示，退耕还林
以来， 延安空气质量逐年好转，
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从2001
年的238天增加到2018年的315

天。
“空气好，能养老”，谈及近

年来延安的空气质量，闫志雄颇
为自豪。 在他身后，是一个开业
不久的景区，青山、绿水、蓝天、
白云，游客坐着快艇在水面上飞
驰。

靠着好山好水好空气的吸
引力，南沟村发展起了旅游业。
景区开业仅半年， 收入就达到
100多万元。作为景区股民的每
个村民都是受益者。 55岁的村
民闫志宏倚靠在自家的小卖部
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回
想起从上山放羊到上山造林，
再到如今吃上“旅游饭”，不禁感
叹这些年巨大的变化。

今日的延安， 叫人如何不爱
它？

红色脱贫致富的颜色
延安，红色革命圣地。 红色

是刻在延安骨子里的颜色，是
一种世代相传的精神。

面对干旱少雨、 树难成活
的恶劣气候条件， 延安人民发
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20年如一日地坚持种树， 一代
接着一代干。 春天种的树死了，
秋天补种；第一年种的树死了，
第二年补种。 一片林子往往是

“爷爷孙子五辈树”。
延安人民的坚持和奋斗，

换来高原大地由黄到绿的转
变，也促进了农民增收。

特色经济林和林下经济成
为延安各地脱贫致富的重要手
段。 以花椒、核桃、红枣等为主
的产业已成为退耕群众重要的
收入来源。 延安市林业局统计
显示， 目前整个延安林果面积
已达676万亩，仅苹果年产值就
达到120亿元。

“预定苹果的人可多嘞！ ”
在安塞区， 果农刘高明告诉记
者，20多亩苹果园一年能带来
八九万元收入， 纯利润能有五
万元左右。 他指着山坡上自家
的果园， 盘算着收获的时间，
“到时候把苹果套的袋子摘了，
太阳一晒，苹果就红了。 ”

红色，也是致富的颜色。 红
彤彤的苹果飘着果香，咬一口，
脆甜。 /新华社

长春北湖湿地公园占地
11.97 平方公里 ， 总投资
30 亿元 ， 于 2010 年开工
建 设 ，2012 年 7 月 28 日
正式开园。 分内湖区和外
河区两部分。 内湖区是原
伊通河泄洪区、 经清淤布
景修筑路桥改造为湿地公
园， 湿地公园已完成绿化

面积 315 万平方米 ， 柳堤
上有柳树品种共计 51 个
品种，739 株， 包括旱柳 、
白皮柳 、 金丝垂柳 、 金枝
柳、垂柳、龙须柳、馒头柳、
三蕊柳 、蒙古柳 、松江柳 、
河柳 、筐柳 、大黄柳 、朝鲜
柳、美国纤维柳等。 另外，
累 计 栽 植 乔 木 186 个 品

种，6 .97 万株。累计栽植灌
木 144 个品种，1 .53 万株。
外河区包括橡胶拦河坝工
程和开河建岛工程， 目前
仍在建设中。

扫码关注掌上吉林，感
受长春北湖湿地公园不一样
的风采。

/记者 李文琦 报道

省记协组织媒体团
走基层活动
在白山举行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省
记协组织省内媒体部分编辑记
者和新闻院校在校学生到白山
市开展集中采访活动。

本次活动以“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为主题，深入推进

“走转改”，全面践行“四力”，传
承红色基因， 接受党史国史教
育， 感受白山市生态建设和经
济转型发展的成效。活动期间，
媒体团先后在临江市、 长白县
和靖宇县三地采访了建设“中
国绿色有机谷·长白山森林食
药城”情况，打造“长白山核心
区域旅游目的地”情况，红色教
育展馆、 革命遗址遗迹建设情
况。 此外，还对各地乡村振兴、
城市建设、 全域旅游工作等方
面作了采访。

在靖宇县采访时， 参加活
动的人员还到杨靖宇将军殉国
地进行了参观采访， 并向杨靖
宇将军像敬献花篮。

/记者 王耀辉 报道

心园协会金秋助学
圆贫困学子大学梦

十年寒窗，金榜题名，一批
批莘莘学子即将迈进大学校
门，开启人生新征程，但仍有一
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因种种原因
求学艰难。近日，四平市心园志
愿者协会“爱在金秋 助飞梦
想”2019 第五届金秋助学大会
正式启动， 助力 5名贫困学子
圆了大学梦。

受资助的 5 名贫困学生，
四平市心园公益协会为每名
大学生送上教育基金 2000
元或 3000 元，还给他们准备
了价值 800 元的行李箱等生
活用品。

受助学生纷纷表示 ，将
把爱心人士的关心、 帮助和
嘱托作为不断进取的动力 ，
通过自强自立、奋力拼搏，把
自己磨练成高素质人才 ，将
来更好地回报祖国、 回馈社
会。

据了解， 心园公益协会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开展十余项
公益活动，受助对象达 500 余
人，2019 年被评为四平好人
2018年度风云组织。

/记者 高鸿 报道

9 月 3 日上午，伪满皇宫
博物院联合社会各界举行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4 周年纪
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
民族精神。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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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长春公园里
有多少个景区吗？

今日掌上吉林记者带你走进长春北湖湿地公园

记者手记：

看今日延安四色图景 改变的不止是山水
秋初时节，记者来到陕西省延安市，从延河岸边抬眼望去，两侧绵延的群山郁郁葱葱。青山之外还是青山，层层叠叠的山峦绿意盎然。这

哪里还是人们印象中的黄土高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