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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园会北京世园会““百蔬园百蔬园””多维度展现绿色发展主题多维度展现绿色发展主题

经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批准，由中
国政府主办、北京市承办的园艺界级别
最高、规模最大的A1类世界园艺博览会，
于4月至10月在北京延庆举办。作为备
受瞩目的世园会史上首个将蔬菜园艺独
立成园的展园，“百蔬园”一经亮相，就广
受好评。

据了解，为突出“让园艺融入自
然、让自然感动心灵”的办展理念，由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设计和建设
的“百蔬园”，以“创艺农场，乐享家
园”为主题，场景化地展示从蔬菜的
历史、现在到未来，从自然、田园到城
市，蔬菜与生活的紧密关系。集科学
性、时尚性、观赏性、体验性、参与性
于一体，旨在以动静相融、丰富多彩
的景观、展览、活动，在时间和空间的
交织中，带来多维度、互动性、艺术化
的体验内容。

匠心独具 慧心创建
凸显绿色主题

“新春云子滑流匙，更嚼永蔬与雪
虀。灵隐山前水精菜，近来种子到江
西。”杨万里在800多年前就把蔬菜描
绘得意境悠长。蔬菜既是美味，也有动
人颜容。“百蔬园”是现代农业科技的缩
影，是美丽田园乡村的写照，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飞速提升的蔬菜生产技术，展
示中国人民以蔬菜艺术为代表的美好
生活和优雅品味，展示北京乃至全国蔬
菜人的成就和贡献。漫步园中，无不感
受到创建者的匠心独具，“科技创造绿
色，绿色陪伴心灵”的创建理念彰显的
淋漓尽致。

首次建设一个独立的蔬菜园艺展
园，“百蔬园”的建设难点很多，北京市农
业农村局精心组织，群策群力，克服了各
种困难，贯彻了展会理念，实现了突破。

一是展示“绿色办会”的理念。在
“百蔬园”建设过程中，着重探究如何
让蔬菜带着“绿色”的文化气息走进城
市、走近市民，让蔬菜不仅只是走上市
民的餐桌，更成为居家、办公环境的一
部分。在蔬菜“绿色发展”的展示方

面，则主要体现在基质化栽培技术的
运用方面，就地取材并通过标准化的
生产，实现蔬菜的优质、安全、高效生
产，体现了世园会就是“绿色办会、循
环办会”的理念。会后展示蔬菜将面
临下架，而废弃物基质可循环利用两
到三次，甚至五年，对保护生态环境、
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起到很好的作用，
这也表明“百蔬园”不仅要向世人展示
绿色植物，更重要的是要展示出绿色
技术和绿色理念。

二是蔬菜历史剧的大构思。一个独
立的蔬菜园艺展园，大面积的户外展示，
国内外都没有完整的借鉴作品。同时大
家已经熟悉了各种蔬菜观光园，不少人
已经审美疲劳了。为此，邀请了来自美
国、德国、英国的建筑师、园艺师作为顾
问，从全球的视角融合中国文化特色，经
过二十多次的研讨碰撞，从10个方案到3
个方案，确定了“百蔬园”最终的放射状
历史大剧方案。

三是蔬菜品类的筛选。蔬菜的特
长是好吃，但认真观察，很多蔬菜也
很好看。找到好吃又好看，并且适合
延庆地区4月到10月较大跨度气候变
化特点的蔬菜品类，是办好“百蔬园”
的基础。为此，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
前一年半着手准备，在京郊安排了三
个试验基地，专家学者、设计师、技术
员进行了全方位的联合试验，从 300
多个品种里一次次筛选，才逐步形成
了最终的70多个品类200多个品种的
大菜单。

四是艺术的融合。世园会是个大花
园，更是一个艺术园，“百蔬园”要成为
艺术的菜园。怎样给蔬菜穿上艺术衣
裳，怎样穿得合身、得体，不落俗套，雅
俗共赏，让蔬菜出于土而脱俗，打破“蔬
菜只能吃”的常规观念呢？跨界融合，农
业人、艺术家、工程技术人员聚集在一
起，把农艺、工程、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和
艺术整合起来，从每一个小小的标签标
识，到大小造型，都认真设计比选，量身
定制了一套蔬菜艺术服装，连温室的储
水罐也在艺术家的笔下变身成为蔬菜卡
通兄弟。

54亩超大园区
多彩展示百蔬风景

“百蔬园”展区有户外和温室内两部
分，总占地面积54亩。户外是菜的展园，
是主体，共有47亩，分为森林与沼泽、荒漠
与草原、田园庭院、乐享家园四个区域；室
内部分有4500平方米，分为蔬艺生活区、
百蔬科技区、蔬菜博物馆、蔬菜剧场四个
展区。在“百蔬园”内，可以看到不同品种
的蔬菜，在不同的生长期，还可以观赏到
蔬菜的不同生长特点。同时，在感受“百
蔬园”视觉呈现的多姿多彩之外，还可以
品味酸甜苦辣下百蔬的有滋有味。

精彩纷呈 103场互动活动
传播蔬菜园艺文化

世园会展示期间，“百蔬园”策划了
103场活动，设置了蔬菜主题日、蔬菜花
艺课堂、食育中国等有趣、有料、可体验
的系列活动，还有蔬菜达人视频、蔬菜虚

拟现实游戏、蔬菜音乐会等活动，升华了
“百蔬园”的整体气质。希望让前来参观
的市民通过多维度、互动性、艺术化的体
验内容，进一步了解蔬菜的历史、现在与
未来，进一步感受北京蔬菜的科技成果
和园艺文化。 摄影：苏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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