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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城区商户云集，寸

土寸金。义乌植物园占地接近义乌城区面积的十分

之一，这在全国绝无仅有，放眼世界也殊为罕见。

义乌如此大手笔建成一个植物园，有何意义？

义乌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义乌植物园因

城而生，顺“市”而为，不仅是该市合理利用自然条件

改造自然的智慧体现，也是城市文明建设水平的象

征，还担负着保护开发植物资源、科研、科普、游憩、

园林示范等重要职责。

义乌植物园不仅是市民休闲游玩的打卡胜地，

亦成为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载体。植根人民、造福

人民，植物园的建设发展，提升了生态系统的多样

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夯实了城市文明建设的根基，

打造了“绿满商城、花满乌商”的盛景，让市民拥有可

触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胸有大情怀，落下大手笔胸有大情怀，落下大手笔

占义乌城区一成面积

比杭州植物园还大两倍

华东最大植物园
春日人气

升升飙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两年前开园后即因疫情“潜伏”的义乌

植物园，正如宝石被擦亮般熠熠生辉。

园里樱花正在盛开。如云雾般葱茏的樱花花海下，有孩子们在父

母膝边任性玩耍，有情侣在漫步低语，也有身姿矫健的运动爱好者跑

过红色游步道。

近日，义乌植物园游客数量大增。每到周末，只要阳光合适，

总是人头攒动。其中既有本地市民，也不乏远道而来专程打卡的

外地游客；既有散客或家庭，也有不少单位来搞团建。

义乌植物园到底有什么“宝藏”，能如此吸引人？

杭州植物园的面积是 284.64 公顷，上海迪斯尼乐园的面积

是 116 公顷，而义乌植物园的面积达到 840 公顷，是前者的近 3

倍，是后者的7倍多，顺理成章地成为“华东最大的植物园”。

园区采用片林加草坪地被的组合方式，以乌桕和无患子片林

为主体，形成层林叠嶂、色彩丰富的秋叶林景观区间。

园区里有建设湖、红旗湖、幸福湖，湖里有以此为家的天鹅，

也有被美景吸引而来的各种野鸟。漫步道沿线，依托原有生态

环境建设有花谷梯田、梅林撷趣、梧桐揽樱、荷风桂柳、花海霞烟

等特色景观。

在荷风桂柳景观区间，塘边有垂柳、水中有荷花、岸上有桂树，

两侧有绿道，营造出春天柳树抽绿、夏天荷花盛开、秋天金桂飘香、

冬天绿意依旧的景象，边上配石桌石凳，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美景。

“初樱动时艳，擅藻灼辉芳，缃叶未开蕾，红花已发光。”植物

园樱花园面积约30亩，樱种植物主要有新种关山樱、河津樱、普

贤象樱、大岛早樱、寒绯樱、大白樱、红粉佳人、高杆吉野樱等20

余种，约500株。

经过精心培植，园区现有红梅、白梅、腊梅近千棵，冬春时

节，一簇簇梅花竞相开放，香气四溢，形成梅林撷趣的特色景观。

花是大自然的精灵，无花不成园。园内还植有玉兰、桂花、

郁金香、向日葵、荷花等，让游客月月有花可看、季季有香可赏。

植物园真的很大，也真的很美

植物园里，一位正带着孩子嬉戏的年轻爸爸说：“疫情防控

优化后，只要天气适宜，每个双休日都会带孩子来植物园，亲近

阳光和自然，亲近农田和庄稼。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得到

更好的成长。”

义乌植物园处处彰显着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

植物园里，健身绿道全长 10.3 公里，贯通整个园区，与城市

道路相连，两侧景观绿化面积约40万平方米。

2021年，浙江省第三届“绿道健走大赛”暨“绿道健身月”活

动曾在植物园成功举办。越来越多的市民来到植物园绿道，或健

走、或慢跑、或骑行，活力四射的身影随处可见。

园区利用数字技术沿绿道设置10个打卡站，配备心率监测

等科技产品，带来极致的健身体验；投用10个公共自行车站点，

共计200辆公共自行车，让绿道骑行成为不少爱好者的最佳选择。

植物园萌宠乐园占地面积约 40 亩，现有动物千余只，具有

代表性的珍稀品种 30 余种，大多数动物为放养，营造了萌宠和

访客共享的漫游体验空间。

植物园依托草坪、树木等自然景观，精心打造团建基地，配

齐室内活动房、洗手间、水池、路灯等基础设施，点缀满天星灯串

拉满氛围感，搭配天幕、露营椅、蛋卷桌等露营装备，提供烧烤、

烤全羊、自助餐等多种餐饮服务，夜间还有电影、舞台、音乐⋯⋯

是聚会、派对、晚会等活动举办场地的最佳之选。

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在醉人的微风中，享受快乐、锻炼身

体，一举两得。

不仅是游玩，更是健康生活方式

义乌植物园拥有大片耕地。

园内农田绵延、高低错落，栈道串联花田、水塘、

民居、谷场，踏上田间栈道，可以细细品味义乌田园

的古朴风韵。

为更好地体现作物的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植

物园与省农科院、浙江农林大学等机构开展技术合

作，引进优质种粮大户，对园区 1094 亩土地进行耕

种，培养自有耕种队伍。

“粮食作物园”的农田里，种植了水稻、小麦等基

础农作物，小块穿插蔬菜田地，将农耕展示、农耕体

验、田野教育融为一体。田地世世代代哺育着我们，

在献上粮食和蔬菜的同时，也沉淀了迷人的农耕文

化。

植物园研学基地试验田，是集种植、研学、采摘

为一体的绿色食材基地，为不同年龄段学生在不同

季节推出相应的研学课程，进行主题探究、趣味体

验，引导他们感知大自然的美妙，以行走和劳作的方

式学习知识、认识家乡、体验生活。

植物园先后被评为第一批金华市生物多样性特

色体验地、金华市劳模工匠劳动教育学生实践基地、

义乌市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义乌市科普教育基地

等。目前研学课程主要有科普类、体验类、手工类三

个大类十余个课程，其中《徒步探索》《观鸟》《探秘向

日葵》《丰收大作战》等课程深受欢迎。

留住耕地，也留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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