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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留下了这些木棉树？记
者几番寻访，找到了10多年前
风情港项目的设计者——柳州市
建筑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总建筑师钱俊和主任建

筑师许志敏。两人都是土生土长
的“老柳州”，2008年前后，他
们分别以项目负责人和设计师的
身份参与了风情港项目的规划设
计和建造。

17年光阴流转，提起占据
风情港“C位”的木棉树，二人
依然记忆犹新。钱俊说，风情港
项目是柳州市“十一五”十大工
程之一，也是旧城改造项目。

“旧城改造不仅要改出城市新风
貌，也要为城市留下历史和记
忆。江边那些陪伴‘老柳州’数
十年的树，就是历史和记忆最好
的载体之一。”

许志敏回忆，风情港项目采
用三层架空设计来进行城市空间改
造。要留下江边原有的树木，意味
着需要根据树木生长方向和树干大
小“量体裁衣”，在架空层留出合
适的孔洞供树干穿过而不阻碍其生

长。设计团队进行前期勘测后，通
过规划设计巧妙地将平台与树木融
为一体，为城市“留绿”的设计方
案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和认可。为
了尽可能减少施工对树木的影响，
搭建平台前，施工团队还特地为树
木“理发”修枝，在树木根系周围
做好保护措施。

在众多设计师、施工团队的
努力下，风情港与树木融合相生
的项目斩获广西优秀工程勘察设
计成果建筑设计一等奖。城与树
和谐共生的景观，成为柳州的城
市名片之一。

在钱俊和许志敏约30年的
职业生涯中，为城市“留绿”的
设计还有不少。许志敏介绍，在
设计市直属机关幼儿园建设方案
时，就特地保留了原址的那株大
榕树，希望给更多孩子的童年留
下绿色记忆。

“最C位”的树：穿透风情港平台的木棉树

○○全媒体记者 宋美玲

3月11日起，本报推出2025年植树节策划系列报道——
“寻找柳州绿意之‘最’”以来，龙城人与树和谐共生的故事
受到市民广泛关注。不少市民留言评论，柳州不止有“最占
道”“最稀有”“最科技”“最赚钱”的树，还有很多特别的树
值得关注。在大家提供的线索中，记者发现了一排“最C位”
的树。

一抹绿意不仅成为柳州城
市景观的“C位”，也占据了许
许多多柳州人心中的“C位”。

“寻找柳州绿意之‘最’”系列
报道以图文、短视频等融合报
道形式，在柳州市融媒体中心
新媒体平台发布后，一棵棵树
勾起万千思绪。评论区内，柳
州人和树的故事，数不清、道
不尽。

网友“车险顾问”回忆：
1973年上公园路小学，1978年
读十二中，那时文惠路苹婆树
的果子一成熟我们就去捡。蒸
熟吃，像板栗的味道。

网友“大树”说：1996年
时，怡江园到潭中二小马路两

旁的樟树还是小树苗，现在已
经是参天大树了。

一名匿名网友留言：保护好
这些古董树是每个市民的责任，
它们是城市历史的见证者，是我
们大家的一分子。

3月14日，龙城细雨蒙蒙。
在风情港二层中空平台上，记者
找到了这一排“最C位”的树
——若干株木棉树伫立在一线江
景之中，向天空自由生长的枝丫
尽情享受着春雨的滋润。

在二层平台上看，两株主干
粗壮的木棉树“根部”都由方形
的木质护栏保护着，仿佛是从这
里生根生长的。但来到风情港一
层的公交车站附近，就会发现这
些木棉树的根并不在二层平台，
而是在一层的地下，拔地而起的
主干“捅破”了二层平台。

而在柳江路靠近柳江大桥桥
底一侧，能看到一片郁郁葱葱的
榕树群，树群上方的风情港二层
平台十分“懂事”地弯出一道圆
弧，为树冠留出一片向阳生长的
空间。从柳江对岸远眺此处，高
楼大厦间点缀着片片绿意，都市
的繁华与绿树的生机相得益彰，
形成一幅独特的城市生态画卷。

画卷之中，藏着71岁市民

杨柳萍的精神寄托。杨
柳萍在风情港项目原址
居住了13年，她心中
牵挂的，正是那几株木
棉树。

上世纪 80 年代，
我市较早一批商品住宅
在柳江路以北建成。
1989 年，杨柳萍成了
这里的住户之一。“当
时就有那几棵木棉树
了，那时的树还不到两
层楼高。我家住在 7
楼，每天我和儿子一起
看它们成长。”杨柳萍回
忆，春天，木棉树会开
出红艳艳的木棉花，目
之所及，心生喜悦。她
看着树一年年长大，树也成为她
生命中一段幸福生活的见证者。

2002 年，杨柳萍搬了家，
虽不在那里居住，心却始终牵挂
着那些树。闲时到江边走走、到
木棉树下看看，成为杨柳萍回忆

往昔、给自己充电的一种方式。
再后来，得知河北半岛要建设风
情港项目，她担心那些树或许就
不复存在了。

好在项目建成后，树仍在，
景更美。

从二层平台上看，树木仿佛生根于此。

风情港风情港““懂事懂事””留空间留空间 树木得以自由生长树木得以自由生长

设计师设计师““量体裁衣量体裁衣””建筑与树融合相生建筑与树融合相生

寻找柳州绿意之寻找柳州绿意之““最最””

记者手记：
在柳州，树可以占道、可以赚钱、可以有科技感、可以

成为“C位”，一些树即使稀少，也能在人工保育下增加种群
数量。在采访过程中，很多细节都让记者感叹——柳州“城
市处处见绿，人人心中有绿”。

2025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新期待。柳州正在用对树的“宠爱”，努
力满足这一新期待。乐见更多人与树、城与绿的故事在龙城
大地上生生不息。 （本系列报道完）

一排绿树占据风情港江景一排绿树占据风情港江景““CC位位”。（”。（图片由钱俊提供图片由钱俊提供））

树干穿透风情港平台向上生长树干穿透风情港平台向上生长。。

风情港三层平台上风情港三层平台上，，市民从木棉树下走过市民从木棉树下走过。。

面朝柳江，春暖花开。风
情港沿江平台犹如一个偌大的
舞台，有一排树占据着舞台最
中间的位置，粗壮的树干直立
挺拔，自下而上穿透多层平

台，像振臂欢呼的舞者，与柳
江波光谱写的五线谱激荡和
鸣。

绿意装点城市“C位”景观
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扫一扫，观看相关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