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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上午 11点，随
着刺耳的消防警笛响起，浓
烟从威海园的茅屋内翻腾而
出，附近安保巡逻车迅速到
场，保安队员利用巡逻车上

的灭火器迅速对“火势”进
行初期控制，同时向园博园
安保处报告“火情”，安保处
拨打 119 报警寻求消防增
援。3分钟后，园区附近蹲

守执勤的消防官兵紧急赶赴
“火场”救援，5分钟后“被困
人员”被成功救出。经过近
15分钟的紧张救援，“大火”
被彻底扑灭。

西宁园的最高点为“河湟
山庄”，取才于西宁河湟民居建
筑符号，将民俗建筑和河湟文
化建筑符号有机结合，彰显西宁
河湟民居的特有魅力和特色。
河湟指由黄河、湟水、大洞三条
河流域构成的三角地带。河湟
民居——庄廓院是有着高大土
筑围墙、厚实大门的四合院。
看似简单土气，却有着深远的
历史和很好的实用性。青海地
处边远，气候高寒，长期战乱。
明代伊始，建城堡、设驿站、屯

兵移民为国策。所以县有城
池，村有堡子，户有庄廓，都是
防御性很强的生活居所。

园内另一景是提炼“西宁
八景”中的“石峡清风”、“北山
烟雨”、“凤台留云”三处景点为
设计元素，镶嵌于夯土墙上的
影刻，突出西宁的自然山水之
美。并以距今5000多年的马家
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五人舞蹈
纹盆”为题材，在绿地花镜中摆
置仿真彩陶摆件以表现青海悠
久的远古文化。

西宁园：河湟民居远古文化

西宁园以青藏高原的自然景观和富有鲜明地域特色
的河湟民居为景观要素。通过入口城市影刻景墙、抽象
雪山造型、自然跌水、西宁古八景景观墙、河湟民居、彩陶
花镜等景观元素，来表现西宁作为区域性高原中心城市
的人文特色和地域特色，以打造高原山水花园，共建生态
绿色家园来体现高原城市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和宜居的
生活空间。郑报融媒记者 裴其娟/文 马健/图

园博园举行消防演习
突发情况确保1分钟内人员到场

园博园即将正式开园，9月20日，为检测安保等部门对园区火灾的应急处
置能力，一场实战演习拉开帷幕。郑报融媒记者 张玉东 通讯员 司伟鹏 文/图

在园博会开幕期间，将按
照“定人、定车、定岗、定责”的
消防勤务模式，抽调40余名官
兵、8辆消防车，在展区重要位

置设置5个固定执勤点和3个
流动执勤组，负责展区现场全
天候定点值守和巡逻防控，全
力推行“1、2、3、10”执勤模式，

确保1分钟内工作人员到场、2
分钟内定点执勤力量到场、3
分钟内流动执勤力量到场、10
分钟内增援力量到场。

保安、消防战士联手灭火

全力推行“1、2、3、10”执勤模式 西宁园的地面铺装采用
自然青石板材料铺设，并运
用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合理
有序将雨水进行渗透及外
排。植物配植着重体现青海
特色，以常绿树种青海云杉、

紫果云杉等为背景，节点处适
当点缀景观油松，周边栽植暴
马丁香、丁香、栓翅卫矛、忍
冬等高原植物，其中西宁市
市花——“丁香”更具有鲜明
的地域特色。

看河湟民居风貌

地面采用海绵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