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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万里福道”徜徉“山水画廊”
我省新建和改造提升各类福道超7700公里，万人拥有绿道长度达3.2

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0.68%，位居全国前列

N据福建日报

漫步福道，是专属于福建人的惬意。这份惬意，是福建
举合力共同打造的。这份惬意，也是我省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美丽福建的生动印证。

数据显示，到目前，全省新建和改造提升各类福道超过
7700公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0.68%，位居全国前列；万人
拥有绿道长度达3.2公里，已超全国“十四五”期末1公里的目
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福道项目为国内同类型项目树立
了方向和标杆，建设模式已在广东、山东、湖北等地陆续落地。

一头连接城市，一头连接自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我省正全面推进美丽福建建设。可以相信，连通
山地水滨、历史人文、村庄社区的福道，将不断延伸至全省
各地，成为人民群众尽享美丽福建的幸福道。

何谓“福道”？福山郊野
公园拥抱的福州软件园，作
了一个生动的回答。

“上班看着窗外的绿水
青山，下班还能在园区的后花
园纳凉休闲。”在福州软件园
里上班，吴沁汶最真实的感受
是“城在园中，园在城中”。

吴沁汶口中的“后花
园”，指的就是福州福山郊野
公园。它西连闽江，连通大
腹山、五凤山和科蹄山三座
山体，是一个可登高览城，可
休闲健身，也可体验山野游
乐情趣的郊野公园。草木葱
茏间，福州软件园坐落于此。

20公里步道、2000亩生
态公园、上千家创新企业……

在“城”与“园”之间，一场生
态与发展的双向奔赴，让市
民尽享山水“福”。

2013年，福州金鸡山公
园建成首条无障碍山地绿
道，十年间，福州实现城市数
百条山地步道、滨水绿道、传
统街巷和数千个公园的交融
连接。2017年，福山郊野公
园开园，将软件园、学校和周
边居民生活区紧密串联，成
为周边 30 多万市民家门口
的公园。郊野公园的不断完
善，改善了片区综合环境，吸
引企业落户，在助力产业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20 年 8 月，我省对省
内绿道进行升级改造。在福

建省“十四五”城乡基础设施
规划中提出：构建福建绿道
的2.0版本，打造具有福建地
域特色的“万里福道”。2021

年以来，福道建设连续三年
列入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
项目、全省城乡建设品质提
升行动重点任务。

建设福道，福建秉持“生
态之道，绿色优先”的原则，
最大限度保护沿线自然景观
环境。

得益于此，近年来，福道
在八闽大地徐徐铺展，串起
了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文景
观、民俗文化、现代建筑等，
让城市更宜居。

行走在长汀古城花漾街
区，客家美食、古董古玩、传
统服饰琳琅满目，处处洋溢
着朴实的“烟火气”。在这
里，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脉
动和谐相生，“有福之道”深
刻融入祈福盼福、崇福尚福
的百姓生活。

“福道，即有福之道。

一是传承展示‘福’文化之
道，二是便民惠民的幸福之
道。”省住建厅城建处处长
江泳说。

近年来，我省拓展和延
伸福道内涵。向内，挖掘八
闽“福”文化印记；向外，串联
历史遗产、历史街区街巷、传
统村落等，打造历史文脉与

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福”文
化之道。同时，遵循“以人为
本”的原则，融合绿色无障
碍出行、游憩健身、社区公
共配套、文化展示、防灾避
险、安全应急等复合功能，

“有福之道”融入群众生活
场景，群众也更加自觉地守
护共同的自然和文化财富。

“万里福道”连通山
海，处处凝聚着闽人智慧。

全长 31公里的厦门
山海健康步道串联“八山
三水”，是集生态、休闲、
健身、旅游、文化功能于
一体的步道系统，其重要
节点位置建有节点桥
梁。这些桥梁设计感十
足，造型新颖，从设计到
施工工艺都是国内乃至
世界的首创。

“为适配厦门多台
风、高抗震的桥位环境，7
座节点人行专用桥梁设
计建造均突破常规，运用
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
采用大跨空间异型结构，
最大跨度达 220 米。”厦
门市市政园林局二级巡
视员王伟军介绍道。

此类例子有很多。
近年来，省住建厅组织编
制了《福建省福道规划建
设标准》《福建省福道建
设品质提升指引》，2022
年启动《福建省福道网专
项规划纲要》编制，为全

省福道规划建设提供政
策及技术指引。

江泳说，为实现福道
在城中全线贯通、城市风
貌与自然风景无缝衔接，
福建开展钢结构高架设
计、镂空栈道桥面、节点
大跨度桥梁等一系列创
新设计，一条条山水步行
通廊、一座座节点桥梁也
成为城市新景观。

“一批福道代表性项
目已成为城市名片和窗
口，成为网红打卡地，福
州金牛山福道等先后斩
获国际建筑大奖、新加坡
总统设计奖、中国土木工
程詹天佑奖等国内外大
奖。”江泳说。

福建是“山水画廊”，
亦是“人间福地”。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
发展道路上，福道承载着
八闽“福”文化的历史积
淀，也铺展着现代化城市
建设的期许，让八闽儿女
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走向
更加美好的未来。

打造有福建地域特色的“万里福道”

“有福之道”融入群众生活场景

凝聚着闽人智慧的“万里福道”

福州金牛山公园森林中的“福道”（本版图片均来自新华社）

市民在福州福山郊野公园祈福台上拍摄城市景观

10年来，泉州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引进来+走出去 泉州的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