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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关于中心城区鱼咡湾公园改造的方案出炉，方案计

划将鱼咡湾公园打造成一座海棠盛景主题文化公园，一个品种最全

的海棠植物博览园。

据悉，该方案设计理念为优化空间布局、完善功能设施、提升

建筑品质、细化林相改造，突出生态、彰显文化、传承记忆，通过

山下功能激活、山中林下改造、山顶生态修复因地制宜的手法，打

造海棠盛景主题文化公园。

一时间，有着乐山市民后花园之称的鱼咡湾公园成为大家谈论

的焦点，其中关于鱼咡湾公园的美好往事成为了很多80后的集体回

忆。“从小学到初中，基本上每年的春游目的地都是鱼咡湾公园，

春天一到，漫山遍野的梨花开满山头，而梨树下的十二生肖塑像，

更是少年时期了解传统文化的启蒙。”市民吴先生告诉记者，到外

地读书后，鱼咡湾公园便极少受到关注，即使现在偶尔途径公园道

路，也没有再像小时候那样跨过公园的棠香桥，顺着蜿蜒的道路走

向山顶，走进公园。

“对于鱼咡湾公园的印象，还是当年那个遍布红伞、灯笼以及

遍地郁金香的场景，此次公园改造的消息一出，记忆中的那座公园

不禁再次涌现眼前。”吴先生说。

据鱼咡湾公园某知情人士表示，从1985年省政府批复“鱼咡

湾新区建设用地”，到2003年“非典”爆发，鱼咡湾公园一直是

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当时的鱼咡湾公园实行集体制度，为

了养活公园职工，门票是公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该人士表

示，门票从1元涨到2元最后到5元，相比同一时期乐山大佛景区的

门票低不了多少。“吸引市民前往的主要原因是鱼咡湾公园曾经

策划的多场展会，在群众文化相对匮乏的时期，这些展会足够吸

睛。”

家住附近的市民陈女士依然记得，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

鱼咡湾公园先后策划了多场当时让乐山市民耳目一新的展会，包括

两届郁金香展、一届以红伞为载体的“大地走红”展以及菊花展等

主题展会，吸引了广大乐山市民纷纷前往。而每年春天，公园更是

乐山城区，以及五通、夹江、井研、沙湾等周边区县学生春游必去

的地方。

“公园辉煌时期，单日接待的市民高达几千人次。过去在公园

从事餐饮等经营活动的商家就有数十家之多，算是本地农家乐的雏

形，最鼎盛的时期，但凡公园内能够找到地势相对较为平缓的区

域，都成为豆花饭等经营场所。”该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随着

“非典”的爆发，尤其是2005年公园最后一次展会——“潍坊风筝

节”后，公园基本上便失去往昔风采。

一纸方案唤醒往昔回忆

随 着 时 代 的 前

行，配套设施、交通

系统不完善，景观老

化严重，缺少文化内

涵 等 问 题 的 城 市 公

园，逐渐淡出了人们

的视线。近期，随着

《海棠盛景项目概念

性规划设计方案》出

炉，鱼咡湾公园成为

了市民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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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乐山便有海棠香国的美誉，是因为乐山古代特产“嘉州香

海棠”。据本土文史专家唐长寿在其公众号“三江夜谈”中考证披露，

“嘉州海棠在唐代就已经出名，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嘉州海

棠，色香并胜。薛能作《海棠》诗亦道：四海应无蜀海棠，一时开处一城

香。以有香出名，故又称嘉州香海棠。”而此后的各个时期，对于嘉州香

海棠都有相关描写。

到了明代，当时的地方志记载，“州治枕海棠山，接高标之脉。甘

棠楼，知州钟振题‘海棠香国’于此”。“海棠香国”找到了最早的出

处。在此之后的多篇文字资料进一步明确了“海棠香国”是指整个嘉州。

“此次鱼咡湾公园改造，在景观设置上，整个海棠盛景项目由‘一

线、两点、八园’构成。”项目业主单位、市中区城投公司副总经理毛昆

表示，有了文史专家的潜心考证，在改造过程中通过文化赋能，助力鱼咡

湾公园重生。“其中，在打造海棠盛景主题文化公园和品种最全的海棠植

物博览园目标之下，我们将引入385种各类海棠，让海棠香国名副其

实。”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点之一的南入口，我们将通过十分醒目的形

式，将明代嘉定州知州袁子让的《香国海棠赋》展现出来，让市民进一步

了解嘉州香海棠的色、香、味、型，以及乐山历史上被称为海棠香国的成

因及海棠盛况，乃至伴随香海棠出现的各类历史建筑，增加我们的文化自

信，展现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文化内涵。”毛昆说。

据介绍，“一线”为海棠诗词线，以30个描写海棠香国的名人、名诗

词、名事，将这些诗词以地雕、置石、崖壁石刻、海棠文化博物馆、海棠

书吧等表达方式展出，以此来传承海棠香国的文化；“两点”为城市交界

主入口（南入口）和绿心环线主入口（北入口），其中北入口以海棠花瓣

为设计元素体现在地被绿化中，作为环线进入公园的标志；“八园”分别

为棠香湿地园、海棠飞鸟园、海棠诗词园、海棠书香园、海棠彩叶园、园

艺体验园、引种驯化园、森林生态园。

“虽然现在的鱼咡湾公园昔日的繁华不再，但这里承载了乐山人太

多的回忆，儿时的游玩、年少的结伴、爱情的时光……种种美好的回忆串

联成为我们美丽乡愁。”多位市民在听闻鱼咡湾公园的消息后表示，希望

通过改造留住乡愁。

当前，该方案已通过市规委会审定，目前业主单位正对项目进行局部

优化完善，并进行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打围等前期工作。预计整

个项目将于今年8月进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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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鱼咡湾公园改造的方案出炉，记者对中心城区的多处城

市公园进行了实地探访。顺着绿海路下坡，便进入鱼咡湾公园，没有明

显的界限，便走进了公园，映入眼帘就是一处可容纳数十辆汽车的停车

场。

宽阔的停车场，停放着二三十辆小型汽车，其中一辆旅游房车在众

多车辆中显得格外特别。透过房车的玻璃，车内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但

紧锁的车门告诉记者车主已经离开。偶尔路过此处的车辆发出的喇叭声

和公园林子中时不时传出的鸟叫声，便是整个公园能有的响声。

沿着停车场一旁的步道往上，便来了过去梨花遍地的山头，一路走

来，除了一两位遛狗的市民外，整个公园空无一人。站在山头的另一处

停车场，满目都是初夏的苍翠，林中偶尔扑腾飞起的斑鸠，迅速降落在

另一个枝头，发出咕咕的声音。

“这里除了有一座挂着市政协第二办公区的建筑外，平时少有人前

往，越走进林区越显清静。”附近一遛狗的市民告诉记者，但每年春季

鸟类繁殖的季节或者秋季候鸟迁徙的季节，很多观鸟爱好者会带着各种

装备走进公园，那是公园中一年难有的热闹。

走下山头，顺着水塘前行不过数十步，一处风光绝美山湾便出现在

眼前，湾前是碧绿的水塘，湾内有着茂密的树林，并且向深处不断延

伸。背对山湾，棠香桥正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微风拂过的湖面，荡起

丝丝涟漪。

相比鱼咡湾公园建成稍迟一点的碧山湖省级森林公园，也曾是乐山

市民踏青游玩的好去处。在经历二十多年的市场沉浮之后，碧山湖公园

如今变得萧条冷清。

在碧山路旁一块“碧山湖之恋休闲度假村”路牌的指引下，记者顺

着一条曲折狭窄的水泥道路，来到碧山湖公园。走进大门，原来公园办

公楼正在装修，办公楼前的空地已经被平整出来作为了停车场，但并没

有一辆车辆停放。

而办公楼旁，记者多年前调查采访时候破败的售票处已经消失不

见，当时破败不堪的售票处已经被重新铺装的道路和装饰物所替代，唯

一没有改变的是当时大门内侧的展示板。过去这块展示板展示的是整个

景区示意图和功能布局，但现在这块展示板却展示的是景区改造前后的

对比。

种种迹象表面，碧山湖公园已经历经了一次重大的蜕变，但步行环

湖的道路上，除了偶尔经过的村民外，外来的市民和游客几乎难以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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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招 商 引

资，开发企业入驻

碧山湖项目，计划

投入2亿元资金，耗

时十年，打造碧山

湖民宿产业，但受

限于目前的政策，

只能收紧投资。而

谋划多年的佛光湖

温 泉 小 镇 地 产 项

目 ， 在 高 光 亮 相

后 ， 于 一 年 前 搁

浅。

沉
寂
的
公
园

鱼咡湾公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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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 变身鱼塘

相对于冷清的环湖道路，道路之外蜿蜒曲折的

湖边，却聚集着数十位垂钓爱好者，在天然水域实

施禁渔管理的当下，这样的湖泊成为了他们的好去

处。“老板每周投放一次鱼，而每次花费一二十元

便可在湖边垂钓一整天，即使不上鱼，但有这样的

景色相伴，也让人心生向往。”

建于1992年的省级碧山湖森林公园，是一个占

地6.48公顷，其中水域面积4.97公顷，集旅游、度

假、文化娱乐和林业科教于一体的公园，由市林业

局和任家坝村委会投资联办。具体业态，以农家乐

为主。

“人气最旺的时候，公园里一共近30家农家

乐。”一位熟知情况的当地村民告诉记者，碧山湖

是城区最早的农家乐聚集地。“那时候的农家乐不

同于现在，主要是吃豆花饭。消费也不贵，包含公

园门票和吃饭一起，一天下来也不过几十块钱，所

以那时候吸引了很多市民来消费，人气很旺，而现

在这些农家乐纷纷转型，做起了民宿生意，但效果

不尽人意。”

任家坝村委会负责人张乐东表示，2000年以

后，受政策转变影响，行政机关开办实体项目被叫

停，经市林业局和村委会协商，2003年，市林业局

退出了碧山湖的经营管理。自此，碧山湖公园由村

委会自主管理，自负盈亏。

“我们本着盘活资源，发展集体经济和助力乡

村振兴初衷出发，希望通过招商引资，带动当地村

民致富奔康。”张乐东表示，碧山湖公园依托大佛

景区，紧邻中心城区，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在发

展民宿产业方面前景无限。

2016年底，一家名为乐山市碧山恋湖休闲度假村有限公司的投资方，透过招

商引资形式入驻公园，并于2017年下半年启动开发。但受省级森林公园的管理规

定，碧山湖公园的面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乐山市碧山恋湖休闲度假村有限

公司负责人陈桂兴告诉记者，仅对基础设施、污水管网以及原办公楼进行了改造

和修缮。

“目前已经投入了2千万元进行相关改建，我们计划投入2亿元资金，耗时十

年，打造碧山湖民宿产业，但受限于目前的政策，只能收紧投资。”陈桂兴告诉

记者，从2017年至今，公司的赢利点就只有垂钓收入。

而相距碧山湖公园不足5公里远的佛光湖公园，也是乐山市民踏青郊游的好

去处。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佛光湖公园也陷入经营困境。之后几年，佛光湖

公园的经营管理几经转手，却一直未见起色。2015年，山湖湾餐饮有限公司在佛

光湖公园试点“乐客小镇”餐饮项目，并于当年国庆试营业，重聚人气。

为此记者还专门采访了当时“乐客小镇”项目相关负责人秦育军，他表示，

公司除开展有餐饮项目外，还申请的经营项目包含餐饮、演艺、会议、住宿

等。而“乐客小镇”是公司着手开发佛光湖公园的一个试点项目，公司准备打造

温泉山庄，进一步拓展经营项目。

记者在实地探访的过程中发现，公司打造的地产项目已经停工一年有余，走

在公园的便道上，垂钓爱好者正顶着夏季的烈日，注视着水面的一举一动，正如

项目一样等待复苏的机会。

在碧山湖垂钓的市民

碧山湖佛光湖上停放的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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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市场需求 错失发展机遇

经多方联系，记者找到了当时市林业局派驻碧山湖项目的

原管理处副主任童绍章，从1991年初建碧山湖到2000年，童绍章

便一直在管理处工作，他见证了公园由盛到衰的全过程。对于

碧山湖目前的现状，他倍感惋惜。

“1996年以前，作为城区周边为数不多的休闲场所，碧山

湖公园在本地可谓名盛一时。但之后，随着城区农家乐遍地开

花，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碧山湖公园还是靠传统的卖门票，卖豆

花饭来支撑，经营项目并没有拓展，慢慢地，游客自然就流向了

其它新兴的农家乐，公园的经营状况开始逐渐下滑。”童绍章

说。

此外，2003年建成通车的省道305环线，不仅将景区一分为

二，还将原本封闭便于管理的公园变成了开放式的区域，通车

后公园就没有了门票收入。同时，被道路拦腰截断碧山湖，游

湖的面积大大缩小，游船经营自然举步维艰。

同一时期的鱼咡湾公园也面临着与碧山湖公园一样的困

境，“虽然鱼咡湾公园策划了多次展会，但由于缺乏精细化管

理，以及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在城市公园发展的道路上越来越

偏离市场的要求。”据相关知情人士介绍，连续两届的郁金香

鲜花展，看似取得了不俗的社会效益，但巨大的成本支出却是

始料未及，“如果不是依托风景园林局自身条件优势，压缩了

郁金香种球培育的成本，那样的展会绝不会连续开展两届。”

该人士进一步透露，在整个公园经营情况向上向好之际，

却少有人关注配套设施、交通系统的完善情况，除了特定时期

有相应的主题展会外，公园内饱含文化内涵的景点可能要属十

二生肖的塑像，即便如此，这些塑像存在老化严重的问题。

“当然，公园负荷的增加，令公园生态环境的承载压力增

大。”该人士告诉记者，很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都流入了

湖中，水质的变差，湖光山色的公园不禁黯然失色。

而这样的情况同样表现在碧山湖公园的管理上，有着相同

“官办”背景的城市公园，在进入新千年之后，受政策转变，

行政机关开办实体项目被叫停影响，各自又走上了不同的道

路。业内人士认为，体制变革后，公园在管理上出现了误区，

致使其错失了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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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停工的佛光湖地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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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踏步 过往优势岌岌可危 发展乐山大文旅 

“两湖一湾”未来可期
“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休闲旅游产品供给数量

和类别都很少，两湖一湾自然风光优美，是为数不多的城

郊休闲旅游产品，因而受到市民青睐。”谈及过往的辉

煌，乐山师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院长郭剑英表示，作为

乐山第一代乡村旅游产品的代表，“两湖一湾”有着山水

组合、临近城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在上世纪90年代

初期乡村旅游刚刚兴起时，大受市民欢迎。

“同时，当时的农家乐产品主要提供餐饮、棋牌、

品茶等产品和服务，能满足市民休闲和亲近自然的需

求。”郭剑英说，由此可见，在特定的时期，“两湖一

湾”找准了市场的痛点，顺应了时代的需求，过去的成功

也就成为必然。

“但是人们对于乡村旅游有着求新求异的心理。”

郭剑英解释道，“到那个地方去一次是那样，去两次三次

还是那样，没有更新的休闲娱乐项目，对市民来说，也就

失去了吸引力。”

此外，“两湖一湾”的经营者在产品打造服务升级

的发展理念不足，无法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到了2000年

左右，市中区周边乡镇农家乐日益兴盛，乡村旅游产品越

来越多样化，市民休闲游玩的可选择范围更广，同时随着

私家车保有量的增加，市民的出行距离也在增大，近郊游

的区位优势岌岌可危。“此时还墨守成规原地踏步的老牌

公园，其经营自然会受到冲击。”郭剑英说。

对于“两湖公园”近年来的没落，同样是深耕岷江

东岸文旅板块的四川邦泰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其原因在

于经营者（或管理方）在对“两湖公园”的打造中，没有

从长远的角度规划，只看到短期的利益，在整体包装和项

目运营中存在较大的局限，没能充分挖掘“两湖公园”的

可利用价值。

郭剑英表示，乐山正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建设

文旅经济核心区之际，提升改造城市公园过程中，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在丰富乐山城区的旅游产品供给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同时还需要避免在发展定位、市场定位、产品创新方面

仍然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

相关业内人士认为，乐山大力发展文旅产业，推进山城一

体，开发城市休闲游，单靠景区或者个体来支撑并不现实。

“发展乐山大文旅，两湖一湾未来可期。”该人士表示，“两

湖一湾”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有山有水，植被丰富，空

气清新，而且与乐山城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放眼整个川内

甚至是全国范围，很难找到哪个市州有这样距离城市如此之近

的山水资源。”

谈到如何对“公园”进行盘活，郭剑英建议，可以定位为

休闲度假为主的消费模式，满足大众需求。针对目前佛光湖开

发康养度假地产，从区位、度假康养气候、自然环境等方面不

具有优势，提供的产品市场前景堪忧；碧山湖打造中端民宿产

业，从建设时机、竞争优势、周边环境等因素看，也存在一定

的经营隐患；而海棠盛景项目也存在自身造血能力弱等问题，

郭剑英建议，一是产品建设中的文化融合十分重要，独特文化

是旅游产品开发的关键；二是建成主客共享型产品，既考虑外

来游客的需要，也要充分考虑本地市民的需求；三是要有创新

机制和团队，持续推出创新产品和服务。

2020年11月23日，市林业和园林局曾组织开展了《四川省

碧山湖森林公园撤销论证报告》，评审专家形成了碧山湖森林

公园面积为6.48公顷，仅有林地0.23公顷，公园内生物多样性极

低、自然生态系统单一、森林景观保护价值低，缺乏森林公园

保护意义，符合撤销自然保护地的条件。

目前，市林业和园林局已经将申请撤销碧山湖森林公园的

申请提交相关部门，等待批复。自然资源部门相关人员表示，

申请撤销碧山湖省级森林公园，有利于城市的规划发展，同

时，也有利于碧山湖下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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