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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建农建地产有限公司
DONG-JIAN REAL ESTATE CO. , LTD. FUJIAN 

董事长:魏可英

捐建的闽江大学"毓英楼"双双评为国家优良

工程;玉融花园 1992 年竣工的 8 幢住宅楼中，

有 6 幢获得"市优工程"称号 1992 年，公司

荣获"福州市房地产开发公司质量管理先进单

位"和"福州外商投资先进企业"称号;属于

福建省外商投资企业贡献排名前 200 家之一 ;

在福建省房地产业规模评价中排名第七。 目前，

绞司拥有员工 65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

干部 35 人。

东建公司本着造福桑梓的精神，视社会公

益事业为己任，三年来相继捐资陆侣余万元兴

学办医、赈济灾民，扶助残疾、兴建机场，以

赤诚的爱心奉献与社会各界。随着改革开放的

不断深入，东建公司将以崭新的姿态，扬帆破

浪，开拓前进。

福建东建地产有眼公司，系香港东安集团

投资的独资企业，成立于 1989 年 8 月 11 日，为

城市综合开发三级公司 。 魏可英先生任董事长

兼总经理。公司经营范围为:综合开发民用商

品房、工业厂房及其装修工程。

东建公司致力于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

促进旧城改造，已开发的项目有"玉融花园"、

"榕城花园暨榕城商贸中心"、"东建工业大厦"，

即将开发的有"鼓山花园别墅"、"东辉花园"、

"聚福园"、"东建大厦"等项目，总建筑面积J盒

30 万 m2 。

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管理和工程技术

队伍，重视规划设计，精选施工队伍，注重工

程质量管理与售后服务，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

务奉献与社会。 1991 年玉融花园 14#楼和公司

A被建设部评为"国家优良工程的

玉融花园 14 号楼 1991 年

4 省市领导视察东建公司

地址E 中国福州市古田支路 46号

玉融花园 1 号楼前座 2檀

电话: 532578 532908 
传真: 520555 邮编: 35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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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金榕总经理

福州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福州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成、立于 1982 年，是福州地

区成立最早的唯一经国家建设部批准的城市综合开发一

级公司。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拥有各类资产迎亿元。

各类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

十年来，总公司依照"因地制宜、统一规划、合理布

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相继完成了五一路、

国货西路、六一北路等四条主干道的道路整治和拆迁安

置任务;实施了改造中洲岛洪水淹没区全面拆迁安置及

招商，开发了福州王庄、茶园、黎明等十多个配套齐全的

住宅区;兴建了一大批高中档次商住楼，满足中外客户需

求。建成房屋总面积达 200 多万时，具备了年开工房屋

40 万 m2、竣工 20 万 m2 的开发能力，加快了福州旧城改

造步伐 ， 改善了投资环境和群众居住条件，促进经济发

展。总公司始终坚持重质量、守信誉，工程合格率-直保

持 100%. 并开展住宅成片创优活动，继 1991 年 8 座工

程全部被评为市优工程，另有 2 座工程荣获部优称号，

1992 年又有 9 项工程被评为市优;并使土地开发、施工

管理、建材供应、物业管理、政策咨询、售后服务成龙配

套，形成了以经济核算为先导、以质量管理为重点、以房

屋销售为中心、以材料供应为后盾的企业经营机制，在

1992 年福建省第三产业 300 家大企业排名中，名列房地

产业全省第二。

自 1984 年起，总公司先后与港、澳、台及美国、加

拿大等地客商合资合作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商业贸易

公司.引进外资 2500 万美元，合资公司效益显著，总公

司真诚的合作精神、丰富的管理经验、良好的经济效益，

成为外商投资合作的好伙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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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港新姿彪明史册

马尾是中国著名古港，担建武元年 (25 年) ，马尾港

商船就远航东南亚、日本等地，彪明史册的明郑和七下西

洋从此扬帆出海。马尾港又是中国历史上造船业、航海学

校、海军舰队、水上飞机制造的诞生地。雄峙的罗星塔，

为国际公认的海上航标，称之"中国塔"。清同治十年

(1884 年)，在此爆发的中法马江海战，震惊中外， 气壮

山河。

如今，曾经铭刻甲申海战民族耻辱的罗星塔一带，成

为投资者心往神追的沃土， 1984 年 4 月，福州市决定在

此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次年 l 月 23 日，国务院正式批

准成立。开发区建立伊始，就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 8 年

来，基础设施投资 3. 52 亿元，包括:抛坝围坦、吹沙造

地，建成道路 11 条，日供水 5 万吨的水厂 l 座，污水处

理厂 1 座，扩建马江变电站，安装了 2420 门程控电话，可

与 17 个国家和地区直通电话，全长 19 公里的福马一级

公路和马尾、鼓山隧道巳全线开通，直达城区仅需 20 分

钟。新港区又新建万吨级粮杂和集装箱码头各 l 座，与开
发区隔江相望的还有华能福州电厂，投资环境日趋完善。

至 1992 年底，已引进项目 203 个，总投资 5.8 亿美元，其

中三资"企业 150 多个.出口创汇 8. 47 亿元，财政收
入 3.26 亿元，总产值 30 多亿元。

1992 年 8 月 ，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马尾区实行

"两区合一"，原两区的建设部门合并成立开发区建设土

地环保局，内设建设、规划、土地、环保、园林、房管、

建工、城管等科室，下辖所、站 15 个。担负着开发区的

规划、建设与管理事业。

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福州市城乡建设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瞥

局长 王朝光

志)) ，以重要的篇幅，记述了开发区建设的历程与成就，为

其发展起到"存史"、"资治"作用，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并在出书之际，表示最衷心祝贺!

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土地环保局

1993 年 12 月

新港区万吨级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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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建筑业的

崛起与发展

福清市地处闽中沿海，全市现有人口 110

万人。总地域面积 1518. 24 平方公里 (227.74

万亩) ，其中耕地 51. 9 万亩，人均不到半亩地，

所以出国到海外谋生渊源流长，至今旅居海外

尚有 48 万人，成为著名侨乡。全市有 10 万余

人从事建筑业，又被誉为"建筑之乡"。福清建

筑业历史虽然悠久，然而崛起时间是在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安企业从 2 家逐步发展

到 30 家。建筑业年总收入从五千多万元增加到

五亿多元，成为全市四大经济支柱之一。 现在

施工队伍遍布全国 29 个省市，誉满边疆、边境

和边远地区的建筑市场，尤其是黑龙江省的黑

城惶巷住宅小区

E些---

、.. 

福清市建委主任余乃兴

河市、湖北省的丹江口市、山西省孝义县的柳

湾煤矿，均有福清建筑职工几千人，长年累月

在那里施工，为当地建设做出贡献。

1993 年福清市的工农业总产值从上年

32.9 亿元，突破了 60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从上

年的 8200 万元增加到 1 亿 4 千万元，其中:建

筑业总收入将突破 6 亿元，给福清建筑史谱写

了辉煌的一章，值此， ((福州市城乡建设志》出

版发行之际，我们以这些成就作为献礼!并热

烈祝贺该志为"资治、教化、存史"为改革开

放服务发挥应有的作用!

福清建工第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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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绿化风景名胜





福州|气候温和，四季如眷，园林绿化历史悠久，风景名胜众多，有"花园城市"之称。

据史载， 2000 多年前汉间越王无诸在桑溪"流杯宴集"。桑模在福州东郊，水流迂回曲

折，清澈见底，两岸风景秀丽，这是福州回林绿化之始。晋太康兰年 (282 年)，郡守严

商凿西湖，庸末辟为游览区。五代时..:E延钩称帝，在四湖大兴土木，建为御花团。唐

时，福州盛植榕树，就有"榕城"之称。宋爵柏元年(1056 年)，蔡襄任描州郡守，发动民

众从描州大义搜至泉、漳 700 盟古道两侧种植松树成行。治平四年(1067 年)，太守张伯

玉又一次大规模编户植榕，绿荫满城，暑不张盖。福州"榕城"之称尤著。明代，从梅坞主

程埔头周围，感植梅花，有"琼花玉南"之称。郊区洪塘镇南凤凰冈一带盛产果树，以荔枝

为最，有"茄枝十里凤凰冈"之替。

福州名山秀水，素来名重江南;而名胜众多，更是风靡i匿迹。民罔时期(1945 年前

后)，市区园林绿化总面积 47.7 公顷，抗日战争时期公圆荒芜，胜利后略加修复。私家宅

院古园林甚多。 1946 年黄曾描市长曾计划把棉州建成"花四市"但未实现，仅省农业改

进处会同市政府建设科在南门兜、鼓楼前、肃威路等处设街心花坛，并在鼓西路、四大路

等浦路种植行道树。

建国后. 1950 年成立四湖公阔管理所. 1956 年成立韬州市园林处，负责市区园林绿

化建设和管理。直 1969 年来，城市回林绿地总面帜达 192.95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

4.9%，人均公共绿地 3.52 平方米。

"文化大革命"期间，罔林绿化遭受空前浩劫。 1969 年 12 月 24 日，福州市革命委员

会宣布，撤销园林处包括所属机构，市区所有公阔均被改为农场或他用，小游园、小绿地

被占用，古园林被毁，使人均公共绿地降为 0.1 5 平方米，建成区操化穰盖率降为 1% 。

1972 年 6 月 1 日，恢复市罔林处及基恩机胸，但发展缓慢。至 1980 年来由于城区面

积扩大，人口增加，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尚未达到 1969 年末水平。 1982 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每年 3 月 12 日为植树节，福州市认真执行，义务植树和园林绿

化建设都取得较大成绩，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5.4%，人均公共操地1.1平方米。 1986 年

起，在改革开放的形势推动下，认真贯彻城市嫌化规划，铺合新区开发，旧城改造进行绿

化，修复开发名胜风景区。至 1990 年来，描州城市圆林锦地总国积已发展至 1224.22 公

顷，其中:公共绿地 324.46 公顷，专用绿地 660.37 公顷，生产绿地 82.17 公顷，防护绿

地 19.47 公顷，风景林 137.75 公顷;道路覆盖面积 87.79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17.7%. 人均公共绿地 3.7 平方米。在全省"七五"期间城市园林绿化检查评比中，福州与

厦门、王明被评为城市银化企丽搞得好的城市。但目前福州城市操化与回家对省会城市、

沿悔开放城市对操化耍求的标准，尚有很大差距;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对环境的要求

也很不适应。岖须作出很大努力，提高城市绿化水、F。

455 



(1)龙潭角迎客榕

(3) 于山月朗风清岩榕树

(2) 高峰桥人字榕

图 7- 1 榕荫千秋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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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届省展一等奖

(3) 第二届省展二等奖

(2) 第一届全国展二等奖

(4) 第二届省展三等奖

图 7-2 得奖盆景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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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绿化

福州气候温暖润湿，土壤肥沃，降雨量多，日照长，适宜于植物生长。主要树种有

杉、马尾松、棒、榕、按、白兰花、芒果、银伴、蒲葵、相思树、木麻黄以及橄榄、桃、

李、柑桔、荔枝、龙眼等。历史上遍植榕树、梅树、荔树，久负盛名。闽江两岸还多种植

果林，曾以"闽江桔子红"闻名。在沿海海堤沙丘地带，还种植木麻黄以护堤固沙。

据统计资料， 1949 年初，市区仅有 2000 多株行道树，由市政府训令警察局指定各路

段警察、居民加以保护。建国后， 1950、 1951 两年，发动群众种植行道树 2 万多株。

1956 年 6 月，负责市区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的机构福州市园林处成立，并着手建立苗

圃，培植绿化苗木。 1963 年市区绿化植树 6 万多株，成活率达 73%。发动群众绿化金鸡

山，种植相思树 3000 多株，现已成林。市人委公布《福州市园林绿化管理暂行办法))，保

护了城市绿化成果。 1956- 1969 年末，出圃苗木 115.56 万株(丛) ，累计共植树木

625.15 万株(丛). "文化大革命"期间，绿化成果大部被毁，砍伐树木数以万计，苗圃全

部苗木被毁，绿化苗木损失 60 多万株。南门兜街心一株象征榕城的古榕树也被砍伐，人

均公共绿地降为 0.15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降为 1 %. 1972 年恢复园林处机构，绿

化工作逐渐恢复，但发展不快，有 18.64 公顷公园及 4 公顷小绿地仍被占用未能收回。加

以 70 年代"见缝建房"又大量占用绿地，每年虽种植数万株小树，却砍掉不少大树。至

1980 年末，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增至 216.62 公顷，但尚有 6 个公园、苗圃未恢复，故其中

公共绿地仅 73.35 公顷，绿化覆盖率 5.42%，人均公共绿地1.22 平方米。 1982 年 2 月市

府成立市绿化委员会，对全国人大《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人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建成五一广场第一期绿地工

程，接收、扩建、改建东山苗圃，新建多条道路及河滨绿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搞好营区

内绿化的同时，积极支持搞好地方绿化。据统计 1980 至 1985 年，全民义务植树计 134.79

万株，其中，城区 78.03 万株，郊区(包括鼓山、古岭风景区) 56.76 万株。城市园林绿

地发展至 269.21 公顷，其中公共绿地 8 1.45 公顷，绿化覆盖率达 5.4%，人均公共绿地

1.1平方米。

1986 年起，认真实施城市绿化规划，市府把城市绿化列为各级政府每年要办的实事

之一，作为政绩考核内容。市、区分别成立绿化指挥部，结合城市新区开发，旧城改造进

行绿化，重视对环境影响较大的重点绿化工程的建设。道路建设和绿化植树同步安排，做

到新建扩建一条路，绿化美化一条街。在道路旧房拆迁时均安排土地搞绿化。此外，重视

单位环境绿化和生产绿地建设，采用签订绿化任务书限期完成。 1989 年市区 983 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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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末园林绿地面积表 表 7一1

卡总:
绿地 其中 建成区

刊:
绿地 其中 建成区

面积 绿地 面积 绿地

(公顷) 系统内系统外 面积 (公顷) 系统内系统外 面积

一、公共绿地 324.46 94.56 229.90 160.29 二、专用绿地 660.37 660.37 610.31 

西湖公园 44.71 44.71 44.71 鼓楼区 184.35 184.35 184.35 

南公园 3.66 3.66 3.66 台江区 94.90 94.90 94.90 

江滨公园 1.60 1.60 1.60 仓山区 109.03 109.03 109.03 

茶亭公园 3.68 3.68 3.68 郊区 209.33 209.33 209.33 

乌山风景区 7.20 7.20 7.20 马尾区 61.5 61.5 

烟台山公园 1.63 1.63 1.63 马尾开发区 1.26 1.26 

江心公园 4.83 4.83 4.83 三、生产绿地 82.17 82.17 0.63 

罗星塔公园 1.90 1.90 五一苗圃 9.33 9.33 

动物园 6.22 6.22 6.22 八一苗圃

东山苗圃 71.74 71.74 
兰花圃(于山) 0.68 0.68 0.68 

苍霞公园 1.1 3 1.1 3 1.1 3 鼓楼区春芽苗圃 。.20 0.20 0.20 

琼河公园 0.87 0.87 0.87 仓山区苗圃 0.43 0.43 0 .43 

仓前公园 1.00 1.00 1.00 花木公司 0.47 0.47 

各区小绿地 12.50 11.1 4 1.36 10.89 四、防护绿地 19.47 19.47 

鼓楼区 5.39 5.39 5.39 马尾开发区 19.47 19.47 

台江区 2.77 2.77 2.77 五、风景林 137.75 137.75 137.75 

仓山区 2.37 2.37 2.37 1.古岭避暑山庄 20 20 

马尾区 0.61 0.61 2.山林绿地 4 1.58 41.58 41.58 

郊区 1.36 1.36 0.36 金鸡[lJ(鼓楼) 24.42 24.42 24.42 

西河公园 27.06 27.06 27.06 坤山(鼓楼) 。.1 98 0.1 98 0.198 

屏山公园 9.32 9.32 9.32 后山(鼓楼) 3.20 3.20 3.20 

温泉公同 4 .1 3 4.13 4.13 屏山(鼓楼) 2.31 2.31 2.3 1 

于山风景区(文化局) 3.40 3.40 3.40 长安山(仓山) 6 6 6 

文林山陵园 10.13 10.13 10.13 白泉山(仓山) 5.45 5.45 5.45 

左海公园 1.07 1.07 1.07 3 马尾(新马山) 9.33 9.33 

五一广场(含东西河) 6.75 6.75 6.75 (后山) 3.17 3.17 

(树木园)森林公园 160.00 160.00 4 郊区(金鸡山) 6.67 6.67 6.67 

白马河公园 7.33 7.33 7.33 鼓山 57 57 

儿童公同 3.00 3.00 3.00 合计 1224.22 994.32 229.9 806.75 

马尾游乐场(开发区) 0.66 0.66 道路覆盖面积 87.79 76.8 

1992 年 1 月 17 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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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已达标 673 个，达标率近 69%，并开始征收绿化保证金。坚持建设与管理两手抓。

实行育苗供苗以专业为主，群众为辅。巩固提高老苗圃，积极发展新苗圃，继续开荒造

圃，扩大育苗面积，每年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 10 多万株，苗木自给率达 85%以上。

几年来着眼于建设大环境绿化，城乡结合，统筹安排，抓重点带一般，明确责任，分

工落实。市郊根据"面城、面路、面江先绿化"的原则，结合省、市单位和驻军部队义务植

树活动，重点搞好鼓山风景区、古岭避暑山庄。城郊结合八个乡的"面城一重山'\闽江两

岸，福鼓、福厦和福飞三条公路两侧绿化，采取"四定五包一卡"种管责任制，实行种植、

抚育、管护一条龙。初步营造针阔、林果结合，多树种、多层次、多色彩、多功能的城市

绿化体系。据统计， 1985 至 1989 年城市义务植树 1274.75 万株，其中城区 428.75 万株，

鼓山、古岭 232.80 万株，城郊结合部 169 万株，郊区 444.2 万株，每人年均植树 3.3 株，

成活率、保存率均在 90%以上。

1990 年末，福州城市园林绿地总面积己发展至 1224.22 公顷(其中建成区绿地面积

806.75 公顷)。其中:公共绿地 324.46 公顷(其中:建成区 160.29 公顷)，专用绿地

660.37 公顷(其中:建成区 597.61 公顷) ，生产绿地 82.17 公顷(其中:建成区 0.63 公

顷) ，防护绿地 19 .47 公顷，风景林 137.75 公顷。道路覆盖面积 87.79 公顷(其中:建成

区 76.8 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17.7%，人均公共绿地 3.7 平方米。

但城市绿化用地尚未得到很好的保障，一是园林绿化用地在实际规划审批和城市建设

中，有的未能按指标规定予以控制。经国务院批准的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公园绿化用地

原安排 317 公顷，现被改作他用的有 81 公顷，占 26%。斗池、洋中、帮圳|等已完全改为

住宅用地，其他几块也缩小很多。二是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绿化用地均未达到国家规定的

指标。三是已有的绿地还在被蚕食，据不完全统计，仅 1984 至 1990 年间，被占用、蚕食

的园林绿地就达 3.5 万平方米。

第一节公共绿地

据 1990 年末统计:市区公共绿地面积 324.46 公顷，其中:公园绿地 276.92 公顷，

风景区绿地 10.60 公顷，五一广场绿地 6.75 公顷，文林山陵园 10.13 公顷，动物园 6.22

公顷，各区小绿地 12.50 公顷，兰花圃、马尾游乐园1.34 公顷。建成区绿地面积 160.29

公顷。

属于公共绿地范畴的"公园"、"风景区"已另设专章记述，本节仅记述"五一广场绿地"

和"小游园、小绿地"。

一、五一广场绿地

在于山南面，古为南湖的一部分，后淤积成陆地，宋时辟为军队操练的较场，历代逐

步扩大，明时环场一周达 4 华里。四面以河为界，东西建有辗门，门外立有扬威坊，中央

有一座阅武堂，东北隅有旗蠢庙，为出征祭旗之所。清时改称南较场，中建演武厅，每年

"大阅"省城官吏均来此阅兵。辛亥革命后改为公共体育场，内有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

念碑、跑道、网球场、篮球场等设施。后又在场西建一座木构健身房，兼作观礼台，许多

重大集会均在此举行。因地势低洼，雨季积水没膝。 1968 年改建为广场，填高 l 米，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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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混凝土板块。可供 3 万多人集会使用。

1983 年 6 月广场南面改建面积 3 公顷的绿地，广植亚热带观赏树木，南洋杉、蒲

葵、华盛顿蒲葵、假槟挪、鱼尾葵、棕榈、白玉兰、芒果及榕树等 70 多种乔木及花灌

木，计 7000 多株，铺设 2.1 万平方米草地，周围置绿篱，并种几十株大榕树，还有石椅

石桌等园林设施。

1984 年在绿地中建音乐喷泉，为第三代音乐喷泉，主要由水池和控制室土建系统、

水泵和喷嘴系统、彩色潜水灯、供电、音响设备和电子控制仪系统以及雕塑绿化系统组

成。土建系统是由一个直径 40 米的八瓣花形钢筋氓凝土水池和→个 45 平方米控制室(泵

房、电房、操纵室)组成。水池面积 1400 平方米，容水 1200 立方米，为地面式。控制室

距离水池约 100 米，为半地下式。水泵管道系统主要包括 5 条从控制室至水池的进、出水

管道，最大管径为 400 毫米，水池中有多组接连喷嘴的管道， 7 种型式的喷嘴 249 个，小

功率潜水泵 14 台，控制室内有 3 台大功率离心泵。电与电子系统主要包括:水池中四色

彩色潜水灯 64 盏、从水池引至控制室电缆 30 组(路)、水池周围扩音喇叭 6 组 12 个音箱

(播放音乐用)。控制室中一台近 100 千瓦容量的配电柜。→组约 100 瓦功率的扩音机，一

组四磁道高级录音机，→台音乐喷泉专用电子控制和→个琴键开关控制台。雕塑装饰系统

包括水池中→组白色雕塑，高 5 米的 8 个舞蹈姑娘，寓意

活。池边的一群花坛，以衬托和装饰水池与环境，使有生命与无生命、动与静、洁白与彩

色的物体巧妙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形象和空间。当音乐喷泉开动时，水池喷出彩色喷

泉，五彩斑斓。加之变幻的彩色灯光，呈现出一幕幕绚丽多姿、优美高雅、水的声音、舞

蹈立体景观、一种音乐舞蹈形的喷泉。这种喷泉的水花，高低，快慢、形象、组合、色彩

是随时变化，又是与优美的乐曲同步，是随乐曲的节奏、旋律、强弱、情感而变化。当水

池不喷水时，在鲜艳花坛衬托和明媚阳光照耀下池水碧波荡漾，雕塑明亮突出，美丽大

方，宛如镶嵌在榕城中心的一颗明珠。

五一广场北面绿化改造工程于 1989 年 3 月 12 日开工， 8 月 17 日完成，铺植 2 万平

方米马尼拉草坪。在绿茵茵的草坪内形态各异的模纹荷花坛相映成趣，有"孔雀开屏"、"熊

猫献花"、"歌舞升平"等。草坪四周种植有榕树、假槟挪、莱莉、扶桑、迎春、观音竹等树

木，把广场装点得分外妖烧。草坪上装有 20 个旋转喷嘴，开动时水抛线凌空交错，纷纷

扬扬。观礼台两旁建有大型斜坡式花坛，坛内红绿宽相间，组成"凤呜三山"、"双龙抢珠"

图案，与观礼台周围的南洋杉、大榕树等浑然一体，形成广场北侧绿化区。

1990 年末，绿地总面积 6.68 公顷，成为市区人民喜爱的游览慧、息场所之→。广场北

为观礼台，台下辟为商场，台正中矗立→座高达 10.1米用汉白玉雕成的毛泽东立像，南

为省体育馆、园林餐厅、园林艺术中心，东为商业城。

二、小游园、小绿地

市区 1990 年有小游园、小绿地计 12.50 公顷。其中，鼓楼区 5.39 公顷，有五四小游

园、古仙小游园、琼河小游园等;台江区 2.77 公顷，有苍霞小游园、达道小游园、达文

里小游园等;仓山区 2.37 公顷，有生园小游园、西班牙小区游园等;马尾区 0.61 公顷，

有五四小游园、马江小游园等;郊区1.36 公顷。

46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