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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公园”宣传长廊。

在“无废城市”建设中，“细
胞”正从一个生物学概念，变为探索
城市管理的切入口。我市本着“无
废、生态、取之自然用于自然”的原
则，通过打造“无废公园”等“无废
细胞”，加快城市绿色低碳转型。随

着工程深入推进，泰安正将公园形态
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

小“细胞”释放大能量，从南
湖样板到全域推广，从固体废物减
量 化 到 城 市 绿 色 转 型 ，“ 无 废 理
念 ” 正 在 泰 安 这 座 城 市 生 根 发

芽。未来，我市将不断提高城市公
园 绿 地 综 合 服 务 功 能 ， 持 续 加
大“无废公园”建设，提升低碳绿
色园林品质，助力推动城市绿色转
型，为市民提供更加均衡便捷的生
态低碳空间。

“以前只知道垃圾要分类，现在
连公园椅子都是废旧木头做的，真
是 大 开 眼 界 ！” 市 民 张 女 士 的 感
慨，道出了南湖公园最直观的变
化。多年前被台风刮倒的树干“重
生”，变为童话木屋景观，废旧轮胎
化 身 卡 通 雕 塑 ， 建 筑 废 料 “ 变
身”铺地材料……漫步园中，废弃
物的华丽转身随处可见。

在 这 片 1.5 万 平 方 米 的 绿 地
上，80 余种固碳植物与再生设施相
映成趣。公园特别规划的儿童无废
乐趣园、无废科普长廊等五大核心
区域，全部采用废弃材料打造。“这
些创意不仅美化环境，更重要的是
传递资源循环的价值。”市城市管理
局园林绿化管理服务中心园林设施
科负责人裴志国介绍。

设 计 师 的 巧 思 让 废 弃 物 获
得“新生”。闲置的树枝、木桩，经
过精心处理成为别具一格的木屋景
观；废旧轮胎经过消毒、彩绘、塑
型，变身为孩子们喜爱的动漫雕
塑；建筑废料再生利用，成为美观
实用的铺地材料。“我们希望市民通
过这些景观，看到废弃物也能有新
价值。”裴志国说。

走进公园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的手机屏幕实时显示着各项园林植物
生长监测数据。这是公园的“智慧大
脑 ” —— 通 过 温 度 、 湿 度 、 PH
值、土壤肥力测量仪器等设备，工作
人员可以随时掌握公园内树木花卉生
长状况。

“ 这 套 智 能 灌 溉 系 统 能 节 约

20%—25%的用水。”技术人员演示
着手机端的远程控制功能。通过芯
片感知植物需水量，系统实现精准
灌 溉 。 更 令 人 惊 叹 的 是 ， 地 下
的“隐形工程”——雨水收集系统
每年能把2000—2600 吨降水转化为
景观用水，中水回用管网则让处理
达 标 的 再 生 水 经 过 潜 流 生 态 净

化，科学应用于园林绿化浇灌中。
在照明方面，公园采用太阳能

路 灯 ， 既 节 能 环 保 ， 又 智 能 调
控。病虫害防治则使用太阳能杀虫
灯，大幅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这
种 “ 数 字 化 + 生 态 化 ” 的 管 理 模
式，已在全市 8 个“无废公园”推
广，成为绿色运营的典范。

每逢重要节日，南湖公园的无废
文化长廊前总围满参观的市民。这个
被精心打造的宣传阵地，通过图文并
茂的方式展示无废低碳理念、环保生
活方式。在国际零废物日、六五环境
日等重要节点，这里还会举办丰富多

彩的互动活动。
“我们不只是建公园，更在培育一

种生活方式。”南湖公园工作人员介
绍，通过书画摄影展、环保手工坊等
活动，将“无废文化”融入市民日常
生活。志愿者开展宣讲活动，形成多

元互动的良好氛围，打造集知识性、趣
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无废公
园”。许多家长专程带孩子来体验，在
游玩中学习环保知识。“孩子现在在家
都会监督我们进行垃圾分类。”带着儿
子来游玩的李女士笑着说。

“无废公园”建设的背后，是我
市创新的“政产学研”协同机制。市
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管理服务中心成
立专项工作小组，与市景观园林规划
设计院组建科研团队，其申报的《泰
安市低碳无废公园建设关键技术研
究》获批省级课题，标志着“无废公
园”建设迈入科技创新新阶段。

我市建立了三级保障体系，让
每个环节都有技术支撑。山东农业
大学的专家智库提供专业指导，设
计院全程参与规划，确保项目高起
点推进。从废弃物回收到低碳生态
园林公园应用，一套标准化建设模
式正在形成，并具有可复制性。

“无废公园”的建设，不仅是打

造绿色空间的新探索，更需一套完
备的长效运营维护机制。为此，“无
废公园”实行园长负责制，专人管
理日常运营；智慧平台提供数据支
撑；协调联动机制促进部门合作……
这种创新机制培育的建设经验，正在
全市其他“无废公园”推广复制，为
城市低碳转型提供新范式。

废弃物“重生”从“垃圾”到“景观”

“数字化+生态化”公园装上“智慧大脑”

公园里的“天然课堂”让“无废文化”深入人心

三级保障体系护航 公园转型有“榜样”

“小细胞”释放大能量 从公园窥见城市的绿色蜕变

城市公园会“呼吸”
——泰安市“无废公园”建设的创新实践
本报记者 董文一 文 陈阳 图

春日的南湖公园，晨练的老人
在原木长椅上舒展筋骨，孩童在废
旧轮胎改造的游乐区嬉戏玩耍。阳
光透过新栽种的绿植，在“无废公
园”科普长廊的再生材料展板上投
下斑驳光影。在这座“会呼吸”的
公园里，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
着“变废为宝”的绿色故事。

作为泰安市首个“无废公
园”示范点，南湖公园自2024年
竣工以来，日均接待市民超千
人，已成为市民体验低碳生活的网
红打卡地。在这里，“无废”不仅
是一种理念，更化作触手可及的生
活体验。

智能灌溉系统能节约用水。

市民在放松娱乐。

南湖公园用废弃树木制作的小
品景观。

南湖公园利用倒伏后的树木制
作桌椅供市民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