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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河湿地将自然生态融入城市正芯，城市“水肺”不仅涵养水源，更成为城
市生态融合、自然宜居的生动写照；目光向东延伸，十里湖生态湿地天蓝水清、
芦苇摇曳、鸥鸟纷飞，“五位一体”综合治理模式将首期3100亩采煤塌陷地变
为生态湿地，成为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工程的典型案例；走在城区的街头巷
尾，各具特色的口袋公园分布其间，“抬头见景观、出门有公园”，移步换景之
间，拿起手机、相机记录下身边的小美好，连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似乎也在不知
不觉之间慢了下来。

近年来，济宁高新区把“生态融合”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之中，初步形成以
蓼河湿地公园、杨家河公园、鸿雁湖公园、十里湖生态湿地公园和洸府河、蓼河
沿岸生态景观带为骨干节点与40余处口袋公园组成的“生态网”，“大处彰气
质，小处显精致”，快速提高城市景观品位与形象品牌。

“口袋公园”是高新区“植绿”的一大亮点。在坚持“小而精、小而全”的建
设理念，因地制宜、因园而异，充分利用各节点所处的区域及环境特点，明确建
设主题及特色，把更多的绿地建在百姓身边，让群众享受更多绿色福利。截至
目前，高新区已建设“口袋公园”42个，总绿化面积约7.9万平方米，移栽及新栽
朴树、白蜡、樱花、海棠、紫薇等乔灌木8530余株，红叶石楠、大叶黄杨、月季、
麦冬等地被约6.1万平方米，拓展了“可进入、可参与”的绿色开敞空间。“今年，
高新区计划建设21个‘口袋公园’，更加注重公园的功能性和实用性。”相关部
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建设部门将根据“口袋公园”周边的用地功能及市民群体
情况，设计不同的主题，如居民区周边更强调参与性，商务楼周边更注重休闲
性，道路主次干道交会处更突出游憩性等，增加特色空间。通过优化游园步
道、活动广场，配置绿植、点缀景石、增加园建小品等措施，实现“一园一品、一
园一景”。并根据地块周边实际情况，合理增设公共卫生间或停车位，提高各
个“口袋公园”的使用功能。

城市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成为身边触手可及的“小美好”，对此，家住高
新区都市美郡小区的居民张丽君很有感触：“搬到高新区的这几年，我感受最
深的就是环境细节上的提升，小型绿地、公园的数量增加了不少，上班途中、出
门遛弯随处可见的绿色景观让大家的心情放松不少。而且像我们常去的蓼河
公园，一些人性化的设施更加完善、小型景观不断更新、夜景灯光更加漂亮，走
在公园里，切实感受到了咱们高新区的发展成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高新区来说，生态环境建设不仅是眼前
的景观塑造，更是实施“新旧动能”转换、探索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实践乡村
产业振兴的有力举措。

以生态建设为中心，济宁高新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富民优势，做好“生态+农业”大文章，以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结合乡村振兴，大
力打造十里水乡观光农业新业态。“十里水乡”以济宁二号井煤矿工业广场为
南北轴线，南部以恢复耕地为主，西部引进社会资本，建设千亩“塌陷地＋光
伏”基地，北部塌陷较深区域建设人工湿地，栽植水生植物净化水质,涵养水
源。十里湖生态湿地串联五级表面流生态湿地，通过水生植物的生态净化功
能，使湿地水质达到三类标准，经下游洸府河流入南四湖，有效解决了蓼河、泥
沟河等上游来水水质不达标的问题，成为采煤塌陷地生态修复工程的典型案
例。

目前十里湖区域水生植物合理种植，水质量的提升，生态环境的大幅改
善，吸引2000 多只珍稀鸟类在这里繁衍栖息。昔日满目疮痍的塌陷地，完成
了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农旅半城湖”的华丽转身，让“十里水乡”成为
济宁高新区的一张靓丽生态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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