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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文化地标”⑩

各抒己见
读者王华：90 后的我，特别

喜欢沈阳近几年拔地而起的地
标建筑，例如 K11，可以逛店，可
以看展览，可以品美食，还有非
常有特点的空中雕塑公园，一站
式满足了我又文艺又接地气的
需求。

律师李树：沈阳金融博物馆
也值得推荐，整个场馆走下来，
就可以了解金融历史的发展足
迹和金融文化。

教师张海海：我在高校工
作，校园里也隐藏着不少博物
馆，像辽宁古生物博物馆、沈阳
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等等，各具
特色。

网友“小小”：喜欢郎朗钢琴
广场，造型好看，看上去就如一
颗“沈水明珠”。还有这里营造
的艺术氛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网友“小猪金睛兽”：相比大
型的公园，这种口袋公园离大家
更近，繁花绿树抬眼见绿，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希望沈阳精心
设计的口袋公园越多越好！

网友“格式化”：一个城市的
发展，并不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
厦，更应该考虑的是老百姓的生
活和出行，多一些绿地公园，这
样的城市更有活力。

市民周先生：希望能在口袋
公园里多安装一些坐椅和可以
遮光挡雨又美观大方的凉棚。
尽量靠近公共卫生间或者立一
个卫生间方位和距离的指示牌，
细节之处看管理。

沈阳市委老干部局、沈阳市教育局、沈阳市公安局、沈阳市民政局、沈阳市城乡建设局、沈阳市交通运输局、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
沈阳法院系统、沈阳市总工会、共青团沈阳市委员会、沈阳市妇联、和平区政府、沈河区政府、铁西区政府、皇姑区政府、大东区政府、浑南区政府、
于洪区政府、沈北新区政府、苏家屯区政府、辽中区政府、新民市政府、皇姑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消防、
辽宁省博物馆、沈阳市博物馆、沈阳市图书馆、沈阳评剧院、沈阳水务集团

支持
单位

（排名不分先后 持续更新中）

“一宫两陵”包括沈阳故宫，清福陵和清昭
陵，是世界文化遗产，是让沈阳人引以为傲的金
字招牌，是许多外地人来沈阳旅行必须要打卡
的地方。

其中，于 1927 年辟为公园的清昭陵，因位
于市区北部，故得名北陵公园，它是沈阳市最大
的公园，占地 330 万平方米。它既有古老的传
统建筑，又有现代化游园设施，既可以透过北陵
的建筑去回味清朝历史，又可以从公园内散步
或唱歌休闲体味都市慢生活的气息。

置身园中，抚今追昔，令人感慨万千。
北陵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方城是陵园的

主体部分，结构与福陵的方城相似。昭陵始建
于清崇德八年，至顺治八年基本建成，后历经多
次改建和增修而呈现现在的规模。陵寝建筑的
平面布局遵循“前朝后寝”的陵寝原则，自南向北
由前、中、后三个部分组成，其主体建筑都建在中
轴线上，两侧对称排列，系仿自明朝皇陵而又具
有满族陵寝的特点。昭陵共分三大部分。由南
至北依次为:前部，从下马碑到正红门，包括华
表、石狮、石牌坊、更衣厅、宰牲厅；中部，从正红
门到方城，包括华表、石象生、碑楼和祭祀用房；
后部，是方城、月牙城和宝城，这是陵寝的主体。

园区主体昭陵是清朝第一位开国皇帝皇太
极及其皇后孝端文的陵墓，顺治八年（1651年）
初步建成，康熙、乾隆、嘉庆各朝又做了若干增
建和改建，最终形成今天的规模。陵寝保护区

面积 48万平方米，现存古建筑 38座（组），主要
建筑均建在中轴线（神道）上，其他建筑自南向
北对称分布在中轴线两侧。清昭陵的建筑体系
保留了清初关外的部分建筑特色，更多的则是
按照中原王朝的陵寝规制建造的。

昨日，记者走进北陵公园看到，陵前园区汇
集了绝大部分功能景观区，沿主干道东西两侧
主要有荷花湖、儿童乐园、水上乐园、皇太极广
场、芳秀园、友谊园、柳堤等，陵后是茂密的古松
及次生林区。据介绍，北陵公园现存古松 2000

余棵，松龄接近400年，是目前国内现存最主要
的古松群落之一，其中著名的“神树”、“凤凰
树”、“夫妻树”、“姐妹树”、“龟树”等象形树更是
树形奇特，形神兼备。

清昭陵于 1963 年被列为辽宁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1982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4年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
被授予“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07年被评为
国家重点公园，2009 年又被评为国家 AAAA 级
旅游景区。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北陵公园：沈阳最大公园

古老的建筑令人抚今追昔

北陵既有古老的传统建筑，又有现代化游园设施，置身园中，抚今追昔，俯瞰北陵令人感慨万千。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最美口袋公园”② 小鱼群雕 玩具组合

最童趣“口袋公园”以中国红为主色调的玩具组合、跃动的小
鱼群雕，让位于经开区的这座崭新的口袋公园
充满了童趣元素，也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在这里
留下欢声笑语。

“妈妈，这个‘戒指’秋千真好玩，我能再玩
一会儿吗？”“妈妈，你看！小鱼都跳出来了！这
些银色的小鱼也太好看了吧！”“来，我站在这，
帮我拍个照，这些闪闪发亮的小鱼看起来太清
凉了。”口袋公园中，充满赞美和流连忘返的感
叹声！

这座口袋公园的具体位置在沈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七号街与十三号路丁字路口处，在改造之
前，只是一处平平无奇的绿地。沈阳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次改造，共改造了绿地3105平方米，改建广场以
及人行道面积约360平方米，改造市政人行道面
积约173平方米。口袋公园中的两大亮点，一是
绿地另一侧的玩具组合，二是小鱼群雕。

玩具组合以中国红为主色调，与天蓝色的
地面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靠近小鱼群雕的一
侧，是两个月光白色、“戒指”形状的大秋千，另
一侧还有多项其他供儿童游乐的其他玩具，共
同组成了一个大型的户外“淘气堡”。小鱼群雕
被一圈喷泉包围，数十只小鱼形态各异，有的高
高跃起，有的成群结队向前游去，一条一条光亮
可鉴，的确为炎炎夏日增添许多清凉与灵动。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

部相关负责人称，这个口袋公园是沈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借助招商蛇口在区域内的布局，在售
楼处门前公共绿地营造了一个极具特色的“口
袋公园”，采用了政府引导、以市场为主的公共

空间供给方式，通过政府支持与企业力量的强
强联动，提高了高密度环境下的市民生活质量，
让附近的居民尽情享受舒适的休闲娱乐时光。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小朋友在儿童游乐设施上玩耍。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