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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区红石公园景观可持续性改造设计
徐明哲    刘  凯

（广西科技大学  广西省柳州市  545000）

本案的设计题目为“莱芜区红石公园景观可持续性改造设
计”，改造城市公园景观的主要目的：其一、丰富当地的文化
特色，其二、改善周围居民的环境，其三、提高整座城市的生
活质量水平。针对于现状莱芜区红石公园设施过老、资源浪费
严重等问题，从可持续性的视角来探讨对于莱芜区红石公园景
观的改造设计。

1、莱芜区红石公园景观现状分析

城市公园的景观设计是多元性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
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居民对于公园舒适度的需求逐步提高。
现阶段莱芜区红石公园的不足有：“综合性老化”现象严重、
结构形式太过单一、设施不完善、部分利用率不高、活动区域
过少等，在整个公园内部原有的景观规划中无论是在视觉上还
是身心感受上体验感极差。 

1. 莱芜区对红石景观的重点宣传力度不足，主题感不强，
突出不了红石公园中“红石”的主题特色，莱芜文化宣传极少。 
作为当地居民，周围的居民根本不了解红石公园里的“红石”
形成来历，红石谷的区域缺乏保护措施，有不文明现象时而发
生。随着外来人口增多，对于当地文化宣传力度不足导致当地
文化流失严重。

2. 原有公园设施简陋，结构形式单一。莱芜对于红石公园
经过几次整治与改造，采用了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的设计感，
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不断地更新。但在近几年来，改造
只针对于路面修护、植被保护等问题，却忽略了对于设施老套、
结构形式单一的问题，导致造成居民们来无处去、无处逛，缺
乏兴趣，体验感和舒适度极差。设施简陋，存在安全系数低、
公共设施少且资源浪费严重、休息场所极少等问题。公园的管
理区无显著路向标志，导致游客们无法判断路线。

3. 公园缺少儿童娱乐设施，作为一个中心公园，人流聚集
的地方，要针对于人群的各项分析来建造更加舒适的环境体验，
儿童作为城市活力的象征，富有朝气，更应当要注重对于儿童
娱乐的场所。

4. 公园是以湖环绕，缺少跌水等景观设施、植物搭配不均。
原公园水景极少，靠湖却无水景，会显得整个公园单调、无趣。
湖的西面更是以绿植为主却缺少休息场所。植物搭配不均，过
于杂乱，没有层次感。

2、莱芜区红石公园景观可持续性改造政策

红石公园的可持续改造设计结合“红石”有关特点以及当
地的文化建立起与城市相融合的公共休闲特色的公园，构建出
城市功能性与开放性空间的有机结合。针对于公园结构形式单
一的不足，重新规划为八部分：入口景观区、安静休闲区、红
石景观观赏区、文化景墙展览区、水景观赏区、公园管理区、

时代不停发展变化之中，城市对于生态的规划和改造方面越发重视，城市公园的景观作为城市中心的一部分，紧跟时代的脚

步是重中之重，生态规划理念在城市公园设计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针对莱芜区的红石公园现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

注重人与自然相结合、功能性与艺术融合、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之下，将红石公园打造成在莱芜区适宜居民休闲娱乐

的综合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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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活动区和儿童活动区。在改造之中，对于景观环境的保护，
保留原有红石公园的山水以及它的植物景观，凸显整个城市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

2.1  入口景观区
公园位于莱芜区政府大楼旁，四周有居民区、商场、中心

广场，结合考虑广场及商场人口流动性，把原有封闭式的大门
改成敞开式的活动空间。其次是入口原址喷泉不足：外形不美
观，常年无人看管清理，设施浪费严重。结合当今时代文化的
渗入与公园特色进行改造，对于资源的保护和注重整体性，改
造下沉式喷泉水景，增设雕塑节点，方便行人经过的时候可以
驻足观看。

2.2  儿童活动区
增设儿童活动区会使整个公园富有灵气。根据公园的地形，

利用周边环境，将原有的空草坪增添活动区域。根据可持续性
的改造与转型，儿童活动区设置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在区域的
周围设计遮挡和安全的保护设施。建设部的仇保兴副部长于
2006 年在全国节约型园林绿化现场会上首先提出“节约型园林
绿化”：城市园林绿化要遵循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
道路，就必须以最少的用地、最少的用水、最少的资金投入、
选择对周围生态环境最少干扰的绿化模式，以因地制宜为基本
准则，为城市居民提供最高效的生态保护系统。在保证资金最
少投入的前提之下，打破传统的围栏设计模式，以植被为主，
还可以起到保护并减少锋利的物件对儿童的伤害。活动区有儿
童娱乐设施、休闲廊架，即方便给父母提供可以休息的场所，
又在休息的同时可以随时保护孩子的安全。在设计的过程中考
虑到从“整体 - 局部 - 个体”逐步进行改造，最终得到整体设计。

2.3  安静休闲区
安静休闲区是公园必有的分区。选址区域中原有的公园地

形无景观，仅有植被。考虑整体景观美观、尊重原地形的基础
之上，结合公园本身水循环的问题，设置喷泉音乐广场，与入
口的喷泉相呼应，给整个公园的景观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
这也为聚集人气而提供一个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空间。其次，
周边有一处荒废的凉亭，被周边植物遮挡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导致设施过度浪费。结合周边植物和道路，改造为敞开式的凉
亭，不仅可以作为道路，而且可以闲坐。

2.4  红石景观观赏区
红石景观是整个红石公园主题的突出点，是这个红石公园

的“重中之重”。公园是以红石为主要元素而起名，根据周围
熟人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原居民都只认为是普通的红色石头，
造成很多无意识不文明现象发生，后证实是丹霞地貌，保护措
施才开始逐渐走向正轨。原址存在荒废的人工泳池以及草坪，
严重影响到公园的整体美观和资源的浪费。在不破坏地质的前
提之下，打算把荒废的泳池去除，把草坪改造成平地，左右沿
着道路建造“红石园”。本着追求美观整体的原则，将红石与
奇石景观相结合，另一部分设计廊架式的休息亭，对面设计成
奇异石头组成，以“红石”为特色的假山，突出这个公园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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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色。设计考虑的初衷，让当地的人们更了解红石，也能让
游客们在进入公园时一眼目睹红石公园的特点。

2.5  水景观赏区
水景也是公园富有灵气的一部分。根据景观知识所学，不

管公园里会举办多少场娱乐的活动，都一定保证保留部分水面
是静态。原红石公园的道路属于下沉式景观，在原基础之上，
路面增添与红石相对应的石头雕塑。其次是湖边的观看台，原
址的湖边存在休息区，可以欣赏湖面的风景，但是过于简陋，
不够美观，后改造成与湖边相近的木质材质的地板，人们可以
坐在上面。在另一处，湖面上有两个不够明显的设施：一是荒
废的喷泉设施，常年不开放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结合这一点，
充分把现有资源合理的运用起来，将原设施去除，建设亲水平
台体验区，与观景台连接；二是东西方向相通的栈道，在原有
的基础之上改造，把旧的直栈道改成宽一米二的曲折性木质栈
道，人们不仅可以坐在湖边观赏，也可以走上栈道近距离感受
水景的魅力。 

2.6  文化景墙展览区
随着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正在日益提

高。城市中的山川风景、历史遗存、各级各类文化、教育机构
与设施、科研基地、各种文化传播媒体、广播影视以及风景名
胜等多种文化资源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开
发也已经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罩上了一层浓郁的文化色彩。本地
不够重视文化的宣传，随着城市的进步，外来人口增加，文化
宣传力度的不够造成莱芜当地文化逐渐被现代化的东西覆盖。
在公园入口东临市政府，现状公园的道路过于普通，合理利用
此区域，改造成文化景墙展览区。此展示区不仅做到的是观赏
景观，而且重点是为了让居民们了解莱芜的文化特色，随着外
来人口的增加也避免文化的流失。根据总结，合理将莱芜的文

化与公园特色相结合，协调发展。
2.7  老年活动区
公园在注重开放区的同时，也要注重私密性。临湖旁增设

三个临湖休息场所。公园设计主要也是针对于不同人群，年龄
小到儿童，中到年轻人、大到老年人，都能保证在此起到休闲
娱乐的作用。在区域内围绕地形设计，设置一个茶室，人们走
到这里都能亲自体验与感受。紧邻茶室设计一个小型广场区域，
添加一处异形廊架，让整个设计看起来有整体性，不突兀。在
设计中最重要的是整体感，以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即保留原来
的特色，又突破局限创新思想，在本着持续性发展的同时，保
留原有的公园特色，更好的结合城市主题公园的思路。

3、结语

公园中的设计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即不打破原有的传统
气息，也添加了时代的特色。改造一个开放性的主题公园，要
把生活水岸，文化展区和生态相结合。横向与周边城市功能形
成呼应，纵向湖岸相互穿插渗透，最终设计出更加合理美观的
城市公园景观。公园本身就是为当地居民所创造的，都是要建
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设计创造。现阶段社会的
不断发展，本着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之上，经过各方面的分析
考虑，改造设计出比以前更适合当地居民的现代生态公园景观。
未来一定会随着世界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更加注重对绿色生态
的保护，各个城市也更加注重环境保护问题以及当地的生态环
境问题。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莱芜区文化特色相融合，打造
出全新的主题公园，才能为城市今后的旅游发展和文化基地等
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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