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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分会场内容介绍

分会场一：城市与区域风景规划

分会场聚焦于城市宏观层面的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绿地系统构建、绿色空间规划

实践、城市景观风貌保护及立法几个方面，交流内容包括园林绿地系统规划探索与实践、

自然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实施方案的思考等内容。

分会场二：公园城市与蓝绿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公园城市的新时代命题，如何统筹考虑生态价值，系统布局提

升蓝绿空间，这是对风景园林行业的新命题。分会场聚焦于公园城市和蓝绿空间行业热点

和前沿，业内的多位知名专家和学者为大家呈现最新的前沿研究和国内有影响力的实践。

分会场三：园林与植物景观设计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城乡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园林与植物景观设计的从业范畴、市场

需求和业态类型更为多元多彩，分会场展现了业内园林规划设计、城市花境、植物景观等

领域的创新实践和探索，先锋设计师的交流体现了园林设计和植物景观设计的新趋势。

分会场四：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

分会场围绕生态修复与城市更新两个话题进行交流，分享近年来“城市双修”背景下

的实践案例，交流有理念、有创新的城市更新工作经验，探讨风景园林专业在城市功能提

升、城市空间修补和城市生态修复中的实践探索，更好地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分会场五：展园与绿道规划设计

随着国内外园林园艺行业的交流交往需要，展园类设计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提升，分会

场围绕展园规划设计，探讨如何将园林艺术与展示艺术相结合，应用新思想、新技术、新

材料为节事活动提供室外空间。同时，分会场围绕绿道的规划设计实践，进行探讨和思考。

分会场六：城市公园规划设计

城市公园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生态系统和景观游憩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会场围绕多种不同类型公园的规划设计实践进行交流，探索如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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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发挥公园在绿化美化城市、调节城市微气候环境、实现生态服务价值和防灾减灾等多

种综合效应。

分会场七：风景遗产与保护地

风景遗产保护地的保护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分会场

的专家从风景遗产保护地的性质、审美价值和管理规划评估等方面阐述了他们精辟的观点

和系统理论，设计师给我们带来了各地风景遗产保护的不同案例和新的理念，精彩纷呈。

分会场八：城市街景规划设计

城市街景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发

展问题的缩影。分会场交流多项街景研究与规划设计实践，关注大众的生理心理需求，探

讨多维度、多层次的街景价值重构，探索打造富有活力与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

分会场九：乡村振兴与乡村景观

分会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按照生态宜居

总要求，立足风景园林学科特色与优势，在推进城乡国土空间协同规划与发展、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建设美丽乡村与传承地域文化等方面展开研讨，探索新时代落实国家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助力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风景园林途径与策略。

分会场十：科技创新与智慧化

科技创新与智慧化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相关，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生

活方式。科技创新的发展为智慧城市、智慧园林提供了强大支撑，以此展开分会场交流，

探讨引领智慧城市发展和绿色产业技术创新，让人们共建、共享智慧的生活环境，使人们

的生活环境更和谐、更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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