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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8日，时任台
儿庄古城管委会主任的王
广部站在古城一角，远望着
熙熙攘攘的古城客流，很是
感慨：“ 5年前叫停了一个 6

亿元的房产项目，当时的一
些领导干部对此不理解。可
如今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现在想想，当年的
决策的确很有战略眼光。”

台儿庄古城重建前，城
区内原顺河、西关、北园等
棚 户 区 人 口 稠 密 ，通 道 狭
窄，生活环境十分简陋。由
于台儿庄自身实力有限，古
城区改造速度缓慢，所以对
招商引资非常推崇。

“5年前，台儿庄区为改
造古城两平方公里的棚户
区，跟上海绿房子投资公司
谈成了近6亿元的房地产项
目。没想到，项目却被市里
叫停了。”作为古城重建的
具体指挥者，王广部当时也
感觉意外。

市里叫停的理由是，台
儿庄文化遗产资源独一无
二：台儿庄大战是八年抗战
正面战场第一场胜利，尚有
53处战争遗址；古运河傍城
而过，是南北文化交融地，

鲁南、徽派、欧式等八种风
格的建筑并存。不能毁了遗
产搞房产！

为此，枣庄成立台儿庄
古城恢复重建筹委会，聘请
国内顶尖学者作了大量调
查、论证，绘出了古城原貌
图。2 0 0 8年 4月 8日，台儿庄
战役胜利 7 0周年纪念日这
天，枣庄市政府宣布：妥善
安置棚户区居民，重建台儿
庄古城。

古城占地3000多亩，重
建的钱从哪里来？枣庄市果
断拍板：台儿庄古城由枣庄
五家煤矿企业各拿出10万吨
煤共约4亿元启动建设。

经过发展，现在古城一
期资产增值达到100多亿元。
若只是实施房地产开发，4亿
元的投资，最大化计算也只
能得到8亿元的回报。

据了解，2010年“五一”
重建工程一期竣工开业以
来，台儿庄接待游客突破了
200万人次。仅古城一期A区
的招商业态就涉及餐饮、茶
楼、客栈、本地名小吃、旅游
商品、文化展示、手工艺品
制作、休闲娱乐等50余个项
目，招商面积1 . 8万平方米，

目前已有70余家经营业户，
形成多模式、多种经营的错
位发展经营业态。

单单 2 0 1 1年“十一”黄
金周，台儿庄旅游景区迎来
43万人次的客流，其中台儿
庄古城游的客量为 1 6 . 8万
人次。除此以外，古城重建
也让当地居民得到了实惠。
古城片区通过实施棚户区
改造，让5000多户居民告别
了“吃水难、排污难、取暖
难、入厕难”的棚户区生活，
住上了公共设施齐全的新
楼房。

时任台儿庄区区长的
王广金介绍，古城的重建不
仅改善了周边居民的生活，
还带动了文化旅游业发展，
增加了就业岗位。在以台儿
庄古城为龙头的文化产业
带动下，2 0 1 0年，枣庄市文
化及相关产业综合收入实
现 8 3 亿 元 ，三 年 多 增 长 了
3 . 6倍；从业人员达到 1 0万
人，三年多增长了2倍；三产
增加值增幅高于全国 1 0 . 5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增
幅分别高于全国 4 . 8和 2 . 7

个百分点，有力地推动了枣
庄的城市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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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买卖很超值

一边是拥有千年历史
的文化遗产，一边是诱人的
房产项目。在这座经济尚不
发达的小城，眼前的资本诱
惑实在难以抵挡。

台儿庄古城的开发，正
是在这两种艰难抉择的阵
痛中进行。而决策者舍弃眼
前利益，选择尊重文化，再
用无价的文化遗产换来经
济发展的持续性。这种良性
的发展模式，从结合地域特
色方面来讲，堪称创造性。
同样，这种理性的抉择和决
策，对于文化遗产这个无价
之宝来讲是一种幸运，对今
人和后人也是一种幸运。

台儿庄古城的发展模
式说明，在尊重历史文化遗
产和追求经济增长之间，能

够找到双赢的选项。台儿庄
舍弃房产建古城的这笔“大

买卖”，不但做得理性，而且
做得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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