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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智慧园博”建设负责人介绍，为实现园区智能化
管理，园博园打造了“5系统（二维码、电子票务、公共
WiFi、智能视频监控、自助查询）1平台（共享式信息管理
平台）1终端（园博园APP手机终端）”。

园博园占地 119公顷，如此大的面积，确保游客在
游览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游览便利等都离不开智
能化设施。为此，建设方搭建了“应急求救系统”，在园
区设置了 20套报警柱。游客可以用报警装置求助、报
警。指挥中心接警后，通过“对讲”问清警情，用现场摄
像机观察案发现场，迅速掌握现场情况，按预案作出快
速反应。

开园后，园博园每天的游览人数将由智能系统进行
控制，当达到一定数量时，网上售票将停止。购买门票
的渠道很多，包括现场购买、自动售票机售票、网络购买
等，在网上购买后刷身份证即可入园。通过网络购票，
还可享受到优惠政策。让人高兴的是，此次园博园门票
按天计算，如果上午没有逛完，中午出去吃饭后下午仍
可再次入园，智能系统可自动识别。通过全园建立的公
共WiFi系统，游客在园内游览中可以随时使用免费无
线网络，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或登录园博园APP导游软
件，就可以了解各城市展园以及园内各类植物情况，还
能依据游客个人需求提前规划定制游览路线，包括哪里
买票、几点进园、哪个场馆人少、在哪里用餐、哪里方便
用卫生间等都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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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园博”帮您看懂郑州园博园
按照规划，第十一届园博会将以“引领绿色发展，传承华夏文明”为主题，重点突出4个特

色，即百姓园博、文化园博、海绵园博、智慧园博。随着园博园建设的完工，“四个园博”理念正
逐步变成现实。郑报融媒记者 裴其娟/文 马健/图

努力打造百姓园博，通过建一座园，改变一座城，
是第十一届园博会与往届相比的最大亮点。

在园博园中，规划建设了生活花园、阳台花园、小
型主题花园，如儿童香草异果园、迷宫探索园、亲子花
园等适合百姓参与园艺体验的“百姓园”。通过百姓
生活花园的组合展示，用互动参与、科普宣传等方式
体现园林与百姓活动的密切关系，让百姓参与园博，
让园博贴近百姓，传播园林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阳台，怎么把自家的阳台打造
成花园？在园博园着力打造的阳台花园，市民可参与
DIY学习花园打造，然后再把园博园里的美景“搬”回
家，还可以体验学习插花、盆景等园艺乐趣。园内还

设计了感官花园，让残障人士通过听、闻来感受园博
园之美。此外，游客还可在民俗文化园品尝到河南各
地风味特色小吃，赏玩民俗工艺；在新港花街荷兰小
镇风情的多彩木屋花店内欣赏花卉；在外形酷似航母
的高台古院就餐、住宿、购物。

孩子们在园博园内可以找到好玩的地方——儿
童馆，该馆为儿童活动与航天科普体验馆，设计灵感
源于莫比乌斯环，环形曲面将各个功能空间有机结合
在一起，空间交错、富于动感。建筑造型从空中看酷
似一枝 24色月季花，是有别于前十届园博会的一个
特色展馆。馆内布置有园林科普展，少年儿童可以在
这里亲近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

第十一届园博会之所以花落郑州，是因为郑州地处中
原大地，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文化是第十一届园博会主打的两张“牌”之一，园
博园在建设中深度挖掘中原地区的轩辕文化、禅宗文
化、北宋文化、秦汉文化等，通过一座座风格鲜明的建
筑展示给世人，使整个展园体现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轩辕阁为园博园最高的建筑，高39.19米，明三（层）
暗四（层）。突出黄帝文化主题，以宋式风格建筑为特
色，与主山的寻根文化相结合，表达华夏同宗同源、一脉
同心的文化内涵。登上轩辕阁可一览园博园全貌。

华夏馆是园博园的主展馆，选取中国传统大屋顶
建筑最典型的造型元素——宇，通过对传统中国宇的
组合重构，凸显中国建筑如翚斯飞的传统文化精神，
运用现代材料和生态技术构筑具有前瞻性的生态馆
和百姓园博互动场所。建筑面积8600平方米，有5个
展厅，其中一个为可容纳 300人，具有同声传译设备

的多功能厅，展会期间，游客可在这里欣赏到数字园
明园、中国园林河南篇章、中国插花协会的插花展等。

主入口大门建筑形式源于世界文化遗产——中
岳汉三阙，传统精美，典雅而有迎宾之势。

豫园建筑群传承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精神，结合优
美的山水园林环境塑造，营造诗经园、李诫堂、传统书
院等多个景点。建筑群内雕梁画栋，2000多张彩绘栩
栩如生。

园博会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园博园的设计大量用
到地域文化符号，起到了地方文化传播平台的载体作
用。展园风格涵盖了皇家园林、江南园林、岭南园林
等。通过精心打造彰显江南园林、皇家园林、岭南园
林等园林文化艺术以及西域、中原等文化特色的展
园，从建筑、浮雕、植物，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承载
着不同的文化元素，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华夏文明和园
林文化的悠久灿烂和博大精深。

园博园遵循自然水循环原理，运用新型绿色生态雨洪管
理模式构建“多维海绵城市”，海绵设施覆盖整个园区，实现
了生态储水设施和景观结合，雨水重复利用。

水系与中央湖区就像是园博园中的“大海绵”，肩负着园博
生态新城的雨洪调蓄功能，挖深湖低标高定为111m，常水位114m，
场地水位满蓄最高可达115m，最低水位控制在113m，经测算可
满足园博新城北部两平方公里范围的雨洪调蓄（根据50年一遇
标准测算），实现园博园在生态新城中的“大海绵”功能。

各个公共园区及城市展园中的下凹式绿地、生态草沟、
透水铺装、城市水体等元素在园博园中随处可见，这些设施
像是一块块“小海绵”，可有效增加雨水的收集和下渗，减缓
地表径流，减轻城市排水管网压力。

据了解，园博园从宏观、中观、微观 3个层面规划设计海
绵园博：宏观层面，园博园水体和湖体调蓄水位设计为能够
承接周边园博生态新城约两平方公里的多余雨水，从区域层
面达到消纳雨洪的作用；中观层面，把园博园全园划分为 24
个汇水分区，每个区域内都按照85%的收集率设计相应的海
绵设施，达到分区控制、分区消纳；微观层面，针对场地沙壤
土透水性强的特性，湖体、水景面采取了局部防渗措施。

结合公共园区、场地铺装、道路对全园海绵设施潜力进
行分析，结合景观营造覆盖全园的海绵设施，构建集雨水“渗
滞蓄净用排”6种功能为一体的“园博海绵体”：

“渗”——运用透水铺装、生物滞留池及植草沟等生态
手段尽可能增大雨水下渗比例；利用绿色屋顶、透水铺装和

雨水花园等生态手段将雨水渗透到地下面层。

“滞”——可以延缓短时间内形成的雨水径流量。

“蓄”——在建筑下方设置蓄水罐、地下设置雨水调蓄

池，保证更多的雨水在外排前被场地设施积存、调蓄，降低峰
值流量的同时将雨水再利用。

“净”——布置人工生态滤池、雨水花园，通过土壤、生

物填料、湿生植物等，对水质产生净化作用。

“用”——通过渗透涵养，通过蓄池把水留在原地，再通

过净化把水用在原地苗木浇灌等。

“排”——草沟雨水花园、生物滤池等海绵设施下预埋

溢流排水沟，可通过溢流口溢流到周边河流水系海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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