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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探寻健康步道背后的
流量密码

本报记者 吴海奎
阳春三月，正是踏青好时节。
当前，厦门旅游业复苏按下

“快进键”，加之绿色低碳健康的
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
崇，纵横交错、通山连海的厦门山
海健康步道无疑成了最受市民游
客青睐的“打卡点”之一。2020
年1月1日开放至今，步道总计人

流量突破3803万人次，它不仅成
为厦门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成
为高颜值厦门的新名片。

厦门山海健康步道设计和建
设的灵感是怎么来的？在建设过
程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为
何一直被市民游客津津乐道？山
海健康步道还将延伸到哪里？记
者采访了多方人士，一一为您揭秘。

绿色之道
民生之道

“一城如花半倚石，万点青
山拥海来。”明代著名诗人池显
方曾用这句诗描绘厦门的美
景。

数百年后的今天，山还是
那座山、海还是那片海，厦门人
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更加从容、

悠闲地从不同角度欣赏着
大自然馈赠的山海
之景。

这就是时代
发展进步带来的
美好生活。

如今的厦门，
健康步道总里程已

经达到 229 公里。步道
犹如项链串珠般，串起了城市
的山与水、公园与绿地，到健康
步道上走走，已经成为许多市
民的生活习惯。

这是绿色之道，也是民生
之道。未来，厦门的健康步道
系统还将与居民区、商业区无
缝对接，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可
以更加快捷地进入步道，在充
满活力的城市景观与宁静的自
然风光自由穿梭，与自然和谐
共生。

厦门山海健康步道累计人流量突破
3803万，成为新的“流量担当”

● 它的设计灵感是怎么来的？
● 建设过程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民生工程好不好，老百姓
最有发言权。

市民高枫华是一个户外运
动爱好者，曾报名参加了厦门
日报社与市政部门联合主办的
义务植树活动，在狐尾山樱花
谷植树，和许多普通市民一道
参与了步道的建设。

“无论是林海线还是云海
线，都非常美，很符合厦门这座
城市的高颜值特质！”谈及步
道，高枫华难掩兴奋之情，“特
别是在步道上看到自己曾参与
建设的樱花谷，如今樱花绽放，
我心中满满的自豪感。”

高枫华还经常带 80 多岁
的老父亲去游览健康步道。“步
道对老人家也是非常友好的，
不会太陡，而且全线都能无障
碍通行。”高枫华说，山海健康
步道大大拓展了她和家人的户
外活动空间，让久居闹市区的
人也能轻松融入自然。

仙岳公园“市民园长”李文
来也是山海健康步道的忠实

“粉丝”。他说，在山海健康步
道上，无论是健身还是观景，都
非常惬意。

郑小妮曾是厦门十佳导
游。在她看来，厦门山海健康
步道已经成了厦门旅游的一张
新名片，许多外地游客、旅游团
都特地到步道打卡。“以前很多
游客都只去鼓浪屿、中山路等
传统景点，现在多了山海健康
步道，行程安排就从‘两日游’
变成了‘三日游’，带动住宿、餐
饮等行业的发展。”郑小妮说。

市市政园林局介绍，厦门
山海健康步道自 2020 年 1 月 1
日开放至今，总计人流量突破
3803万人次，单日最高流量19
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约2.6万人
次。

在记者随机采访中，大部
分市民游客都给予了厦门山海
健康步道高度评价。他们也提
出了一些建议意见，比如，增设
遮阳挡雨的便民设施、进一步
完善与林海线接驳的公共交通
配套、在主要节点增加公共停
车位、加快岛外健康步道系统
建设等。

厦门是一座“城在海上、海在
城中、山海相连、城景相依”的高
颜值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同时又是我国一二线城市
中土地面积最小的城市之一。特
别是岛内的思明、湖里两区，城镇
化率已达100%，开发强度高、人
口密度大。

如何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
时，让市民也能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拥有更多绿色休闲空间？如
何提升城市宜居度，进一步满足
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厦门市秉持绿色发展、循环
经济、低碳生活、民生宜居等理念，
以厦门山海健康步道为载体，创造
性布局生态资源和民生环境，构建

‘安全、连续、便捷、舒适’的城市慢
行空间，实现人居环境高品质提
升。”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局长蔡伟
中说，厦门山海健康步道项目的提
出，是厦门市更高水平建设高颜值

的生态花园之城，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的生动实践。

厦门山海健康步道设计建设
过程借鉴了新加坡森林步道、香港
太平山步道、福州福道等诸多国内
外步道成功建设经验，立足自身

“山、海、城”相融共生的城市特质，
依托卓越的自然景观资源，将生态
发展和民生改善有机融合，展现
山、林、海、湖的生态资源优势，打
造具有厦门特色的绿色低碳与自
然融合的城市“健康步道”。

为了又好又快建成步道，厦
门市委市政府将山海健康步道作
为重要民生工程、为民办实事项
目重点推进，成立本岛步道系统
工程建设指挥部，由厦门市市政
园林局、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牵头，厦门市政集团实施，科学
合理规划布局，持续推进步道系
统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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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岛
健康步道
主通道

●云海线
（已建成）
全长约 23 公

里，沿线串联起筼
筜湖、狐尾山、仙岳

山、园山、薛岭山、
虎头山、金山、湖边

水库、五缘湾、虎仔
山、观音山等“八山

三水”。

●林海线
（已建成）

长达 31 公里，起
于五缘湾，沿线串联金

山、湖边水库、忠仑公
园、东坪山、东山水库

等，终于环岛路。

●花海线
（正开展前期工作）
北起狐尾山，途经筼

筜湖、金榜公园、东坪山
等，南至文曾路，将与云海

线、林海线串联成网。

●望海线
（规划中）

途经万石山等，可望向
大小金门岛。

“一环一带多走廊”
健康步道结构

一环
滨海环岛步道

一带
岛外滨海步道

多走廊
岛内山海步道、岛外九

大溪流溪畔步道等

2018年，厦门第一条山海健
康步道建设过程中，有市民发现，
有很多牲口如骡子、马驮着大袋的
水泥、石子往仙岳山、狐尾山上运。

“这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运输
方式还这么原始？”一些市民曾感
到疑惑。

其实，并非建设者故意“返璞
归真”，而是出于保护山体生态的
需要，不动用大型施工机械。

摊开厦门山海健康步道线路
图，不难发现，步道大部分位于自然
山体。其中，东西向健康步道（即云
海线）全长约23公里，沿线串联狐
尾山、仙岳山等“八山三水”。南北
向健康步道（即林海线）更是长达
31公里，贯穿整座东坪山。

“无论是云海线还是林海线，
在规划设计和实施运营过程中，
我们都严格遵循生态优先、以人
为本的理念，因地制宜实行保护
性建设。”厦门市市政园林局二级
巡视员王伟军说。

在生态理念指引下，林中步
道创新性地采用“小纵梁+双挑
臂”的装配式钢结构，实现梁体轻
盈纤细“隐于形”，并实践摸索出
适应山体地形、结合拔杆吊、索道
运输的桥梁施工工艺，最大限度
减少施工对山体环境的影响。

行走在山海健康步道林中段，
曲径探幽之感油然而生，不时还能
看到大树树干“穿透”步道桥面的独
特景象。原来，为了保护大树，步道
建设者在钢格栅桥面上预留出“树
洞”，巧妙体现“生态之道”的内涵。

步道建设过程中，不仅最大
限度保留生态景观，还挖掘出不
少人文景观。

在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盼归
塔附近、原白石炮台遗址北山上，
有一处叫“聊固吾圉”的摩崖石
刻，已成为步道一景。

“这是我们在施工清理杂草
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厦门市政集
团开发公司林海线二期项目经
理柳永团说，发现此处摩崖石
刻后，项目部立刻上报，并请文
史专家考证。

据专家考证，此处摩崖
石刻系清朝光绪年间的文
人题刻，“聊固吾圉”表意为

“借以巩固我的边陲”。在
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
意为希望眼前的白石炮
台在遇敌入寇时，保卫
厦门所在的这方海疆
要地。

历经沧海桑田、
世事变迁，如今，这
处古迹不再“沉
睡”，古迹背后的
故事，也被更多
人熟知。

柳 永 团
说，林海线沿
线还有不少
人文古迹，
相关部门
正 邀 请
文史专
家进一
步 梳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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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手 记

▲厦门山海健康步道林海线盼归塔景点。
（本报记者 王协云 摄）

云海线、林海线有了，花海线也即将启
动建设，未来还将有望海线。这些步道名称
是怎么来的？

王伟军介绍说，福建以山和海为主要的
景观特征，厦门岛健康步道总体命名为“厦
门山海健康步道”。岛内规划各条步道根据
景观和环境特征在总体名称后按“景观特
征+海”的命名方式进行延展，海是厦门最重
要的特征，寄予美好的寓意。

比如，东西向步道整体路线沿线串联
“八山三水”，高程较高，仙岳山布置大跨节
点桥梁“步云桥”，行走其中仿佛置身于云
海，因此命名为“云海线”；南北向步道路线
位于东坪山，综合山林和海洋元素，由此命
名为“林海线”；“花海线”起点有狐尾山樱花
谷等花海，沿线部分经过梅海岭附近三角梅
花海，可以欣赏到不同的花景；万石山步道
整体路线可望向大海及远处大小金门岛，

“望”还有期望、希望之寓意，命名为“望海
线”。

目前，“花海线”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前
期工作，有望在今年动工建设。“花海线”将
北起狐尾山，串联筼筜湖、金榜公园、东坪
山，南至文曾路，与云海线、林海线串联成
网，采用“花境、花海、花林、花廊、花道”诠释
高颜值海上花园之美誉，打造如梦似幻的空
中花径。

王伟军表示，花海线、望海线建成后，厦
门岛将形成“一环三水两横两纵”健康步道
系统，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此外，厦门还将围绕环岛岸线、蔡尖尾
山、天马山、梅山等及九大溪流，形成“一环
一带多走廊”的健康步道结构。到“十四五”
末，也就是2025年，全市健康步道总里程预
计达到500公里，进一步满足市民对高品质
健康生活的需求。

总体
规划

▲山海健康步道移步异景，展现厦门高颜值。图为云海线沿途盛开的三角梅。（本报记者 王协云 摄）

名
称
怎
么
来
的
？

综
合
山
林
海
洋
元
素

四
条
线
路
各
具
特
色

探
秘
2

探
秘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