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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专访滨州市规划局局长周军———

未来滨州啥样子？公园之城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卫建 李运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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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一
座没有自己文化的城市，也就失去
了灵魂。什么是城市文化？在我看
来，城市文化是以城市为载体，体
现人与自然、实践与成就的文化体
现。”周军说。

自古至今，中国的城市建设无
不都在追求自身特色，远的如北京
城市中轴线，近的有郑州市郑东新
区。“郑东新区我去过，整个城区呈
如意形。如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
有的，郑东新区就是以这种文化来
体现自身特点。”周军介绍。

周军说，虽然自己从小就喜欢

中国传统文化，但直到从事城市规
划建设工作后，才真正用专业的眼
光去考虑文化与城市规划建设工
作。

“四环五海是滨州的城市名
片，从最初规划到建设施工，其实
里面处处都在体现滨州文化。”周
军说，“很多人都知道滨州有五海，
但知道这五个海分别以天、地、人、
水、情为主题的就不多了。就以中
海为例吧，中海的主题是‘天’，景
区内的天地桥、月宫、月亮岛、七星
楼等，就是遵照这个主题规划设计
的。加上孙子点将台，整个景区将

中国传统文化与滨州地域文化有
机整合在了一起。”

“作为渤海之滨、黄河之洲，滨
州的城市文化肯定离不开黄河这
一元素，三年前，滨州就提出了在
南外环沿线规划建设黄河文化风
情区。这一规划西起长深高速公
路，东至黄河公铁大桥，长度22公
里，南至黄河大坝，北到南环河周
边，面积60平方公里。风情区将南
海、蒲园等景区有机串联，有三园、
四点、十八景，将成为滨州未来新
的名片。这些，都是城市文化在空
间规划布局中的体现。”周军说。

城市空间布局体现城市文化
中海是滨州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城市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如何
对历史的印记进行保护一直是个难
题，就比如北京的胡同。我感觉，无
论城市规划还是建设，都应该对历
史、对未来负起责任。”周军说。

从年轻时起，周军就对古建筑
特别感兴趣，直到现在的痴迷，“每
到一个地方，最吸引我的，就是当地
的古迹，尤其是古建筑，因为这些都
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代表了一座城
市的文化。”

在周军的倡导下，滨州市目前
已开始对全市现存历史建筑、传统
村落进行摸底调查。在他眼中，现存

历史建筑、传统村落建筑保留着丰
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是承载和体现
滨州地域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开
展现存历史建筑、传统村落摸底调
查，全面掌握数量、种类、分布、价值
及其生存状态，是构建科学有效的
保护体系的重要依据。

“前一段时间老北镇街区拆迁，
我感觉有些可惜，那些建筑没了，那
段历史可能也就逐渐消散了。”周军
说，“在拆迁之前，我们也想到过保
护，并多次去实地勘察，但片区里面
能够作为整体保护下来的根本没
有，全是残垣断壁、支离破碎的存

在，已经没法进行发掘保留了。”
对待城市遗迹，周军认为应该

持一种开明包容态度，在滨州全市
两会上，曾有代表委员提议将滨州
黄河大桥北端的唐赛儿雕像拆除，
理由是唐赛儿并不能代表滨州文
化，更不能成为滨州的地标性建筑。

对此周军并不认同，唐赛儿雕
像是在滨州城市发展起步阶段建
造的，代表了那个年代的城市规
划，应该保留下来，让后人知道和
了解滨州的历史。“建筑，尤其是城
市文化，应该和政治区别开来。”周
军说。

城市规划要有历史责任
城市发展历史印记应该保护

滨州城市规划文化正在形成
一座城市应该有一种主色调

谈及未来滨州城市规划，周军
很大胆，也很超前，“未来的滨州是
一座被环城公园包围的城市，据我
所知，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建设一座城市，首先需要一个
城市总体规划，这是城市建设的总
纲领。有了这条总纲，还需要各专
项规划、各分类控制规划来填充和
完善。

“滨州城市规划建设的大框架
已经起来，但还需要提升，尤其是
外环部分，目前北外环和东外环的
提高改造已经陆续进行或正在规
划中。”周军说。

按照规划，滨州的北外环路将

由现在的220国道北延至永莘路，
届时，目前的北外环将被打造成生
态湿地公园，包括北外环水系、宽
度为180米的北外环绿化带，加上
串联其中的莲池月夜景区、喜鹊湖
公园和北海公园，北外环将成为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由于东外环附近企业较多，因
此这一区域被定位打造成大面积
城市森林公园，目前这一区域规划
正在进行中。

因为有了西沙河及其周边大
片湿地存在，西外环区域目前是
北、中、西三外环中生态条件最为
理想的。目前，这一区域已被控制

性规划，原则上不被用作工业和建
筑用地，全力打造西沙河湿地公
园。

以上三环加上之前提到的南
外环黄河文化风情区，滨州市176
平方公里主城区将被城市外环公
园环抱，滨州将成为一座公园中的
城市，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去外环公园，滨州主城区内
还将设计建设36桥、72湖、108园
(广场、绿地)，目前部分桥、湖、园
已经陆续投入使用。这样，滨州市
主城区外是环城大公园，城区内点
缀着处处公园、绿地、广场，城在园
中，园在城中。

未来滨州：打造公园中的城市
城外大公园、城中小公园，全国绝无仅有

“城市文化离不开剧院、博物
馆、图书馆这些载体，有时，一座文
化建筑就可以成就一座城市，就如
悉尼歌剧院。”周军说。

在采访中，周军不止一次地提
出了城市规划建设一定要“留白”
这一观点，“‘留白’本来是个绘画
术语，说的是书画艺术创作中为使
整个作品画面、章法更为协调精美
而有意留下相应的空白，留有想像
的空间，城市规划也应该如此。”周
军告诉记者。

“滨州目前还没有建成使用的
大型剧院、博物馆、图书馆和体育

场等基础文化设施，作为地级城
市，这并不多见。关于在滨州修建
大型体育场的问题，目前存在两种
观点，一种是认为滨州目前不需要
再建设投入大、维护成本高的体育
设施；一种认为全省其他城市都有
了，滨州应该有。我认为，大型体育
场滨州可能暂时不需要，但不代表
未来不需要；我们这代人用不上，
不代表下代人用不上，建设可以缓
一缓，但是规划必须要有，建设用
地必须提前规划好。现在都知道土
地很金贵，因此只要是好地段都想
要去开发，但是像博物馆、体育场

这些文化公共设施规划我们必须
提前做好，即使不建设，也要把地
留出来，这就是留白。”周军坚定地
说，“现在的留白可以弥补当今建
设的一些缺陷。”

从开始建设以来，滨州市城区
已先后有过五次整体规划，“目前滨
州城市规划建设有利有弊。有利的
一点是胚子好，可塑造性强；不利的
一点是目前特色还不明显，产业布
局还不是很合理。”周军说，“城市规
划既宏观又微观，滨州城市规划要
想出特色、上档次，必须请高水平、
大师级团队策划、运作。”

城市规划建设要“留白”
当代人可以不建，但规划必须要有

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从最初设计到开始建设，再到成
长发展，城市的容貌、面积在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这其中，
每一步都离不开城市规划。规划，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座
城市的未来。

滨州城区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滨州城市规划建设有何
追求？滨州建设怎样体现当地特色？当下滨州城市规划建设
应该为后人留下些什么？滨州市规划局局长周军日前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时提出，未来的滨州城区将被公园环抱，滨州
将被打造成公园之城。

滨州市规划局局长周军。

滨州市主城区36桥规划图。

滨州市主城区72湖景观规划图。

滨州市主城区108园景观规划图。

“说起文化，在人们印象中是
过去式的，早已形成的，我并不这
么看。文化不是亘古不变的，当代
人也可以创造文化，尤其是城市文
化。”周军说。

在周军的倡导下，滨州市在
2011年成立了城市规划建设历史
咨询委员会，把滨州的文化名人、
学者和规划建设相关专家募集成
一个团队，对滨州的城市规划提
议、把关。

“在黄河楼的建设过程中，我
们这个团队曾专门就黄河楼的布
展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当时滨州市
书画名家赵先闻提出了一个观点：
什么是滨州文化的精华。他认为，
滨州城市文化应该是面向未来的，
是立足当前博纳传统多元格局的。
他的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滨州
的城市风格，我想应该是生态的、
低碳的、温润的、清秀的。”周军告
诉记者。

“我们现在正在寻找滨州城市
色彩。城市色彩并不是限定城市规
划建设只有某一种或某几种颜色，
在实际中，一座城市的色彩是丰富
的、绚烂的，但应该有一种主色调，
作为城市建设的基调。滨州这座城
市应该是暖色调的，如果我们的城
市在以后的规划建设中以这些色
调为主，在未来的三五十年内，我
想城市色彩应该是让人赏心悦目
的。”周军眼里满怀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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