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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南京东郊的江
苏园博园，只见群山环抱、绿
意盎然，如果不是偶尔一见
的废弃筒仓、烟囱等，很难想
象这个地方建造在废弃矿坑
和水泥厂旧址之上。

这里石灰石矿藏丰富，
曾经有多个工矿企业在此开
采、生产，留下不少大大小小
的废弃矿坑。2019年，南京
市江宁区以召开第十一届江
苏省园艺博览会为契机，启
动工矿企业搬迁、生态修复
工作，在这里建成以时光艺
谷、云池梦谷、苏韵荟谷等为
主体的江苏园博园。

跟随讲解员王宇欣的脚
步，记者来到时光艺谷。这
里原是银佳和昆元两个白水
泥厂的旧厂房，其中昆元白
水泥厂于2017年被列入《南
京市工业遗产保护规划》。
王宇欣告诉记者，时光艺谷
主场馆建设秉持“轻介入、重
修复”的设计理念，最大限度
加固修缮原有建筑，将工业
遗产完整保留下来。

时光艺谷内洋溢着浓
浓的工业风。在一家由水
泥筒仓改建的书店，记者看
到，银灰色的筒仓顶部“开

出”点点苍翠绿植，与硕大
的筒仓形成鲜明反差，生命
的活力与硬核工业金属风
相得益彰。书店内，各类书
籍按圆筒状内部结构摆放
得错落有致，旋转楼梯配合

“诗句”向上延伸。
王宇欣告诉记者，在时光

艺谷，原水泥厂的42个筒仓、
3座烟囱及21栋单体建筑经
改造升级，成为博物馆、书店、
咖啡馆等。在时光邮局，给未
来的自己寄一封信；在水泥厂
尾窑改建的“南京时”旁聆听
钟声……时光艺谷成为越来
越多游客的打卡地。

搭乘接驳车来到云池梦
谷，王宇欣向记者介绍，这里
曾是南京最大的采石宕口，
经过矿坑治理，曾经的采矿
崖壁，现在白天是园林的背
景，夜晚则成为灯光秀的“舞
台”。记者看到，在矿坑底部
还“嵌入”了一处植物园。
42柄直径21米的亚克力板
像一柄柄“巨伞”托起一汪碧
水，在植物园游览仿佛置身
水下，科技感十足。“水下植
物园太美了，崖壁上的灯光
秀也很震撼。”南京游客杨洁
感叹道。

对4万平方米的泥潭进
行综合治理，建造再现江苏
经典名园的苏韵荟谷；将采
石宕口完整保留，利用阳山
碑材和近100米深的崖壁、
40多米深的水面景观，呈现
出自然景观“崖畔花谷”……
江苏园博园正从昔日的工厂
矿坑蝶变为山地花园。

据介绍，江苏园博园遵
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的理念，按照“科学治
理、高效利用、微创修复、功
能重塑”的思路，全面展开生
态修复，在崖壁和矿坑之中
重构绿色生态系统，打造了
山水相融、面向未来、富含人
文的景观。同时，江苏园博
园内整体绿化面积提升至
80%，公共区域绿化面积达
166公顷，森林抚育总面积
约91.22公顷，植物种类增
加了近千种。

如今，江苏园博园成为
南京园林新地标、网红打卡
地。负责运营的南京慧辰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刚刚过去的“五
一”假期，园博园客流量达
到近8万人次。

据新华社电

江苏园博园：

从废弃矿坑到山地花园

5月的河南省南阳市大
街小巷月季怒放，广袤田野
艾草葳蕤，首届世界月季博
览会刚过，又迎来了第六届
中国艾产业发展大会。“一
花一草”将这个豫西南城市
装扮得格外靓丽。

作为医圣故里，南阳
市近年来深挖以月季、艾草
为代表的本地特色资源，在
实现“绿色”跃升的同时，让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焕发出强
劲发展动能。

一朵花：
月季为媒联通世界

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
长占四时春。

5月，行走南阳市，城区
1300多万株月季芳香四溢；
长约20公里的月季产业观
光带上，从苗木到盆花再到
各种造型月季应有尽有；南
阳月季博览园和世界月季大
观园内，游人如织，6000多
个品种、约180万株月季让
游客不出园就能领略月季之
美。

月季为媒，让这座内陆
腹地城市与世界紧紧相连。
4月28日至5月8日，首届
世界月季博览会在南阳召
开，VR赏花、月季文化艺术
展、月季专项国际竞赛展、月

季嘉年华花车巡游……应接
不暇的展会活动，让来自巴
西、尼日利亚等21个国家的
商务官员、客商和国内外游
客流连忘返。

世界月季联合会主席戴
安娜·冯博格评价说，南阳不
仅是中国的月季花园，更是
中国月季产业的“心脏”，世
界各地的嘉宾通过月季花
会，欣赏到这座城市美丽多
姿的景色，留下了精彩而难
忘的回忆。

作为“中国月季之乡”和
全国最大的月季苗木繁育基
地，南阳市月季种植面积
15.5万亩，年出圃苗木16亿
株，占国内市场的80%，同
时远销德国、荷兰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
的70%。

一棵草：
“中医圣地”雏形再现

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
茸茸淡着衣。

1800多年前，医圣张仲
景诞生于南阳。穿越千年，
如今的南阳是全国最大的优
质艾草生产加工地。正值

“宛艾”生产高峰，南阳市宛
城区茶庵乡顾营村和北肖庄
村的3000亩艾田里，新一季
艾草即将成熟。

走进南阳市卧龙区药益
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浓浓的艾香扑面而
来。“两年来，公司一年一个
新台阶。”公司负责人查洪付
说，2021年以来，公司不仅
新修了艾叶仓储基地和科研
大楼，更将产品拓展到了
200多个品种，2022年销售
额突破1.6亿元，比2021年
增长了一倍多。

艾草产业只是南阳中医
药产业发展的一例缩影。截
至目前，南阳市中医药种植
面积达到190万亩。其中，
艾草种植面积近30万亩，居
全国第一，全市艾草种植加
工、服务和批发零售企业超
过5000家，带动超过10万
艾农增收，年产值达130亿
元。

在产业发展支撑下，南
阳市提出打造“全球中医圣
地”。白河之畔，2021年启
动的医圣祠文化园项目工
地上，一座座巍峨大气的汉
代风格楼宇正拔地而起。
张仲景博物馆馆长刘海燕
说：“项目建成后，医圣祠园
区有望成为集博物馆、国医
馆、书院和中医药文化长廊
等为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传
承园区。”

据新华社电

一朵月季联通中西 一缕艾香穿越古今

历史名城南阳的“绿色”跃升

这是珠峰脚下中绒布冰川
（左）和西绒布冰川（右）的汇合处。

珠峰地区是我国大陆性冰
川的活动中心，其中最大、最著
名的是复式山谷冰川——绒布

冰川。
绒布冰川分东、中、西三条

支流。世界最高峰脚下，冰塔林
延绵数公里，壮丽秀美，让人叹
为观止。 新华社发

零距离感受珠峰脚下的冰川

这是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的
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素有“福
州传统商业博物馆”之称。

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
与美好生活”的 2023 年国际博
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 5
月18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

福州是一座拥有2200多年
建城史和7000多年历史文化积
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多年
来，福州持续推进文物和古厝保
护工作，并将建筑单体保护扩展

为区域性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和
集中成片保护利用，形成 17 个
特色历史文化街区、2个遗址公
园、261 条传统老街巷、1200 多
处重点文物和古建筑的全方位
立体保护体系，并探索“古厝+
非遗”“文物+旅游”等模式激活
历史文化遗产活力。在福州，保
护利用中的古厝、古街区、古遗
址成为一座座“开放式的博物
馆”，彰显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
魅力。 新华社发

开放式的“古城博物馆”——福州

这是5月17日
在湖北省宜昌市秭
归县拍摄的三峡云
海景观。

当日，湖北宜
昌雨过天晴，三峡
上空云雾缭绕，美
景如画。

新华社发

湖北宜昌：三峡云海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