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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长春将有大到暴雨
长春市气象台昨日下午发布短期天气预报，24日白天有大到暴雨

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打造最美庭院
长春市多家单位“放大招”

近日，2020年“最美庭院”评比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为了
打造最美庭院，不论是科研院所还是学校、小区，长春市多家
单位“秀”出美丽，“放大招”。

20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来到长春应化所，梨树、核桃树、高大
的六棵柳、满地的太阳花……最引人关注的是每棵树下铺满的“神秘
泥土”，记者注意到，这些“神秘泥土”颜色不同，有蓝色、绿色。据一
名资深研究员介绍，这些“神秘泥土”是应化所开发的生物降解的高
分子材料，用来保护植物根系，加强保水效果，打造植物亮点。

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打造最美庭院，应化所科学规划，提高了绿
地率，做到植物合理搭配，乔灌花草相结合，常绿和落叶相结合，突出
绿化、美化、彩化的整体效果。行走在绿荫下、花丛旁令人心旷神怡，
也丰富了科研人员的文化生活。绿化主管赵峰说：“一年四季保持都
有花，科研院所在绿化方面应该多栽植树木，这样能多吸收化学物
质，保持生态平衡，观赏植物，也给紧张的科研人员在业余时间带来
放松。”

据悉，长春应化所绿地面积约4.02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
26.8%，主要道路绿化普及率达到100%。庭院绿化的总体布局包括
三个广场、三个花海和三条彩色花带、木梨园及吴学周雕像处组成。
目前，庭院树木有40余种。

科技风：自制环保材料保护植物根系

自然感：生态校园让你获得心灵的释放

在东北师大本部校区，不少人感受到了“生态校园”带来的惊喜。
东北师大校园环境中心主任张海军介绍，生态校园集中体现生

态多样性与协调性。本部校区在规划建设之初尽可能保留原有植
物与动物栖息地，充分利用原有地形、水体、植物等生态要素因地制
宜，营造个性化校园环境；同时借助生态技术修复或重建具有一定
更新能力的生态系统，使得天然生态与人工景观相协调，保持校园
生命力与青春活力。“特别在静湖人造山上载种了具有区域特色的
美人松。在审美体验上，种类繁多、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生物群落
与其各具特色的自然地形构成的自然景观，满足人类审美和重返自
然归属感需求。”

绿地空间是生态校园的重要场景，是师生亲近自然的第二课
堂。通过绿地系统规划为师生提供与大自然亲近的校园空间，让师
生能够感受自然，热爱自然，从而在自然中获得心灵的释放，“享用”
绿地空间，进行自由的人生探索和学术交流。

文艺范儿：将“苏式园林”搬进小区

无需远行，在家门口感受风景园林的魅力。长春市高新区超凡
大街与越达路交会处，就有这样一个小区，将“苏式园林”搬进了居民
的家门口。

在此次最美庭院评选中，吴中桃花源庭院整体景观以及园林特
色主要汲取了“留园”的苏式园林传统造园精髓，打造“虽由人造，宛
自天开”的曲径通幽景观效果，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桃花源，选择留园作为设计概念样本，是一种对其古人造园精髓的
研习与再发扬，更是契合本身地块景观最大化，给居者一次回归文化
回溯的生活之旅，力求打造一个舒适宜居的最美庭院。”小区相关负
责人说。

据悉，2020年“最美庭院”评比活动由长春市绿化办、长春市林业
和园林局主办，长春市争创市级“最美庭院”50个，新建城区内的单位
庭院和居住小区要实现园林单位(小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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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桃花源庭院小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