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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规划设计旨在原有绿地公园基础上加以改造，以应对当前社会政策趋势。通过对原有纪念性雕塑的保

留和升级，对周边植物的基础上更新种植，营造肃穆庄严的气氛以及良好的环境。通过对各种功能分区

的规划设计，营造一个适宜各种年龄段游客前来驻足游览，集生态性、科技性、艺术性相结合的优美境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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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lanning and design aims to renovate the existing green park and respond to current social 
trends. By retaining and upgrading the existing commemorative sculptures and updating the sur-
rounding plantings, a solemn atmosphere and a good environment are created. By plan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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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ing various functional zones, an attractive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visitors of all ages, inte-
grating ecological, technological, and artistic elements, is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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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风景园林作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载体，不仅承载着美化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功能，还蕴

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生态价值[1]。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日益提高，风

景园林的设计与建设成为了城市规划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当今社会，风景园林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风景园林作为城市生态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功能和环境效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

审美观念的变化，风景园林的设计理念和手法也在不断创新，为风景园林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济南园林绿地规划以“生态园林、百姓园林、活力园林、文化园林、智慧园林”为“五个园林”建设目

标，旨在将城市融入自然，打造宜居宜业的绿色生态空间。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实现园林绿地的

均衡分布和高效利用，为市民提供优质的休闲娱乐和健身场所。 

2. 项目概况 

2.1. 区位分析 

该项目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北部，旨在纪念与缅怀烈士、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城市形象和文化品位等基础上加以优化和改造。该地块的设计紧

密结合济南市的城市发展规划，旨在打造一座集休闲、娱乐、文化、生态于一体的公园。其建设有助于

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居民生活质量。这样的建设项目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先烈的敬仰，更是对未来

发展的积极贡献。该区域位于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英雄山风景区内，紧邻赤霞广场的北侧。英

雄山风景区作为济南市著名的景区之一，其地理位置优越，东起玉函路，西至英雄山路，南含七里山，

北到马鞍山，规划占地面积达 100 公顷。该区域作为风景区内的核心景点之一，自然也享受到了这一优

越的地理位置带来的便利和吸引力；该区域占地 11,000 平方米，英雄山本身山峦起伏，为该区域提供了

良好的自然背景和生态基底。遍植各种苗木，包括松树、柏树等常绿树种，以及多种花卉和灌木，营造

了清幽雅致的环境。 

2.2. 交通分析 

1) 公共交通：该区域周边公交线路发达，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英雄山公交站(如 67 路、883 路等)，
方便市民和游客乘坐公交前往。此外，随着济南市地铁网络的不断完善，未来地铁出行也将成为游客到

达该区域的重要选择之一。 
2) 停车设施：该区域周边设有多个停车场(如济南革命烈士陵园–地上停车场、济南红绘医院–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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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等)，方便自驾游客停车。这些停车场距离目的地较近且收费合理，为游客提供了便捷的停车服务。 

2.3. 人文历史 

1) 历史背景：英雄山原名“赤霞山”，因山上遍种的黄栌树在秋季变红似红霞满山而得名。这里不

仅自然风光秀丽，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该区域作为风景区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融入了

这种历史文化氛围之中。 
2) 文化设施：该区域内设有雕塑等文化设施，这些设施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承载着深刻的教育意

义。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历史底蕴。  

3. 设计依据和原则 

3.1. 设计依据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如《济南绿地系统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

例》及《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等，确保对革命烈士陵园及其纪念设施的保护和尊重[3] [4]。 
1) 历史文化背景：该区域的设计可能深受济南丰富的历史文化影响，通过融入历史元素和文化符号，

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 
2) 自然环境特点：合理饼充分利用了英雄山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地形、植被和水系等条件，通过精

心布局和植物配置，营造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园林景观。 
3) 功能需求：该地块的设计还考虑到了游客的游憩需求和审美体验，通过设置多样化的休闲设施和

景点，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5]。 
4) 生态环保理念：在设计中可能融入了生态环保的理念，通过选用环保材料、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等

措施，实现园区的可持续发展[6]。 
5) 艺术美学追求：追求园林艺术的极致表达，通过运用对称、均衡、对比等美学手法，创造出富有

韵律感和节奏感的园林景观[7]。 

3.2. 设计原则 

1) 绿水青和使是金山银山原则：“绿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主席同志总书记就统筹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环保工作提出的重大观点，对于我们在新时期营建绿水青山、构建美好祖国，转换

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了有力思想指导[8]。尊崇大自然，适应自然。 
2) 保护自然原则：保护自然最早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语言，但将之和尊崇大自然、适应自然融合为一

种基本观念，首先出现于党的十八大公报。 
3) 绿色开发，循环经济发展，低碳发展原则：绿色发展宗旨在习近平同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被多

次提到，并被纳入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五大发展观”。党的十九大汇报中再度明确了绿色

开发宗旨。 
4) 以人为本原则：就是要体现一切为游客为本职，给予关心爱护。为人们建立舒适，适合进行各种

活动的园林环境。例如娱乐，休憩，健身，学习观赏等活动。给人们带来归属感，安全感。这将是未来发

展趋势。 
5) 环境的美观原则：环境设计要求公园的设计应当全面的利用城市景观植被的环境作用，以实现其

调控天气、抗风固沙、清新室内空气、培养自然水源、改善水土、吸音减振等的作用，在美化城市环境，

提供人类审美感受的同时，也适应了城市景观对生态效益的需求[9]。为确保景观园林景观生态效益的最

优化，在进行公国的设置时，将针对各种植被形态特性以及栖息习性等的不同，科学合理的加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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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设计 

4.1. 总体规划 

自然式为主规则式为辅，道路水体为自然式布局，大小广场均为规则式布局。对角线方向为主轴线，

贯穿全园，在叠翠亭观赏水体具有纵深感，雕塑广场的历史性代表雕塑为全园焦点。另外，在主次出入

口之间分别设有二条次轴线，喷泉广场，小孩活动区，老年人活动区，入口服务区下沉空间，竹园等的

建设完全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各种需求。本公园特别重视历史人文传统，为纪念济南战役，特别设置了历

史风景墙，意在铭刻历史，弘扬文明。见图 1。 
 

 
Figure 1. Site-plan 
图 1. 总平面图 

4.2. 节点设计 

1) 纪念性雕塑：选择保留原区域岳母刺字的雕塑，岳母刺字雕塑源于“岳母刺字”的典故，该典故

讲述了南宋抗金英雄岳飞的母亲姚太夫人在岳飞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字的故事，以激励岳飞精忠报

国。与南边英烈纪念馆形成呼应，激励着当代人尤其是青少年树立爱国主义情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象征。通过雕塑的形式，这一历史故事得以生动再现，让更多人了解并铭记这段历史。周围种

植各种植物，旨在美化环境，生态调节以及营造纪念性氛围[10]。常绿乔木：如圆柏、侧柏、龙柏、雪松

等。这类植物四季常青，象征着坚韧不拔和永恒的精神，非常适合用于纪念性雕塑周围，营造庄重、肃

穆的氛围。观花、观叶植物：如紫薇、海棠、樱花、桂花、红枫、银杏等。这些植物在花期或叶色变化

时，能够增添景观的色彩和层次感，使纪念性雕塑周围的环境更加生动和富有变化。灌木和草本植物：

如杜鹃、南天竹、石楠等灌木，以及麦冬、二月兰等草本植物。它们可以作为雕塑周围的地被植物或点

缀植物，增加景观的丰富度和细节感。 
2) 叠翠亭：设置在水体尽头，自然地将视线引向更远的空间，水体的空间被划分为近景，中景以及

远景，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延伸感。水面的开阔与亭子的静谧相结合，使得整个景观在视觉上更加深远。

从心理感受上来说，亭子作为休憩和观景的场所，位于水体尽头往往给人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

觉。这种空间布局上的巧思，能够引发人们对远方的好奇和向往，从而在心理上增强了纵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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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5.1. 设计优点 

充分考虑其人群使用特点和场地特点，通过各种功能区的合理配置，满足了游客的各类使用需求。

秉持纪念性公园的设计原则，在保留原有历史性雕塑的前提下，加以改造和加强对周边植物的种植，加

强对游客们的激励，促使我们树立爱国主义情怀，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了场地原有功能及规

划脉络，增加了相关历史纪念的浓厚氛围，提升了公园的功能性，提高了公园的吸引力与认知度。 

5.2. 不足 

在该场地的规划设计中，在设计时缺乏独特性，主题不够突出，导致公园之间同质化严重，缺乏辨

识度。在设计时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统一而忽视了内容的差异化。在设计时缺乏公众参与和互动考虑，缺

乏游客参与设施、信息展示方式单一。这可能导致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感到被动和枯燥，无法充分体验公

园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5.3. 展望 

希望通过对该场地的规划设计，能够让周围居民及外来游客在受到深厚历史文化熏陶下同时保证游

览体验，成为一处受人们欢迎的纪念性公园。希望通过雕塑广场的设计，激励游客们报效国家，以身作

则，传承发扬伟大中国历史文化。希望通过叠翠亭的设计，使游客们在庄严的纪念环境中得到身体与心

灵的放松。希望通过对竹园的设计，使游客们沉浸在天然氧吧中流连忘返，放松身心。通过对老人，儿

童活动区的设置，使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各得其所。综上所述，在今后的纪念性公园的设计将更加注重文

化传承与创新融合、生态可持续性与绿色设计、空间布局与功能多样性、科技赋能与智慧管理以及公众

参与社区互动等方面的发展。这些趋势将共同推动纪念性公园成为城市文化、生态和社区发展的重要载

体。 

注  释 

文中图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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