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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丽城市最佳案例
临海：古城新颜 乐活依然
——打造历史文化之城、山水生态之城、生活品质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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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临海的寻常巷陌，时
光仿佛在这里停顿：一段悠长
的青石板路、一座翘起墙皮的
老房子、一个留着斑驳风雨印
记的瓦片，远离了喧嚣，却离
历史很近。

这是一本叫做老台州府
的史书，记载着厚重的千年。

临海拥有 2000 多年建县
置郡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自然风光秀美，江、城、湖、山
融为一体，城市个性和特色十
分鲜明。近年来，市委、市政
府积极探索新型城市化建设
的新路子，坚持以建设美丽县
城为目标，牢固树立精品城
市、宜居城市建设理念，努力
建设历史文化之城、山水生态
之城、生活品质之城。在“组
团发展、特色立城”的发展思
路下，古城、新城、灵湖、东城、
江南五大组团差异化发展，特
色各异。

同时，秉承“保古城、继文
脉、复原貌、辟新区”，临海合
理布局新、老城区功能，老城
区采取“减法”，加强历史文化
保护，严格控制建设总量、增
量；新城区采取“加法”，加快
推进新区建设，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优
化城市功能布局。在保留老
城的古朴底色的同时，不排斥
现代元素的和谐融入，以更开
放的胸襟，赋老城以时尚，在
传承千年文脉中培育现代新
城，吹响了“千年府城新崛起”
的发展号角，打造出老城新城
交相辉映的城市格局。

/ 写在前面 /

住在临海紫阳街上的人都
知道，白塔桥前那家烧饼铺的肉
馅烧饼滋味最好，品过之后唇齿
留香；麦虾店里的老板娘麻利地
将一大碗稠稠的面浆刮进锅里，
煮成形似虾仁的面条；似如春卷
却大了几十倍，一口下去满口留
油的麦油脂和列入中国名菜谱
的蛋清羊尾等等传统小吃，满足
着往来游客日益挑剔的味蕾。

1080 米长的紫阳街是“临海
千年古城的文化血脉”，集历史
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建筑
文化于一身，百年老店、名人旧
居、街巷格局、传统习俗交相辉
映，全景展现着台州古城的市井
生活。2012年，紫阳街被国家文
化部和文物局评为“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紫阳街最大的美，是
在保存传统街区文化的同时，依
然保留着固有的居住功能。”台
州府城保护与开发委员会工作
人员任卫国说。凭借“人居”这
一要素，今年年初，紫阳街被国
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评选为“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也是今年
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历史街
区。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她是
活的。我们要把历史遗存的东
西保留下来，通过物质文化遗产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提升城市
的个性。”临海住建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除了稻香村糕点、恩
泽医局、同庆和百货等传统老字
号以外，现代格子铺、咖啡馆等
已悄然在紫阳街出现，这条集居
住、商业服务、传统文化展示功
能为一体的街区正向旅游、休
闲、特色产品过渡。

临海人有开放的胸襟，在开
放中探索古城发展的新路径。
在保护古城原生态魅力的同时，
不断汲取时尚元素，走出一条保
护和发展协同并进的现代之路，
被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典范
县。

雄关不独北有。有“江南八
达岭”之称的临海古城墙，自晋
代开创以来，已有 1600 余年历
史，在明代抗倭斗争中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虽至冬季，朔风呼
啸，然而蜿蜒于崇山峻岭中的古
长城依旧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
沓来。早在 2009 年，临海就启
动了台州府城墙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工作。目前，台州府城墙与
南京、西安等 6 省 8 市的城墙组
成“中国明清城墙”申报项目，已
成功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

在现代城市发展进程中，林
林总总的建筑容易被复制，地域
的天然生态布局和沿袭千年的
文脉断难再生，独特的城市底
蕴，使临海的城市建设避免落入

“千城一面”的怪圈，而这一成果
的前提，是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
们对本地文化的清醒认识和解
读，对临海来说，尊崇延续了千
年的文化底色，便是塑造城市独
特性的基础。

临海按照“保护历史环境，
注重整体风貌，理清历史脉络，
重视传统氛围，挖掘文化内涵，
改善居民生活，完善配套设施”
的总体要求力保古城的完整性，
并组建了台州府城保护和开发
管理委员会及古城保护和开发
有限公司，实施对古城的全面保
护和管理。规划将古城定位为
历史文化保护区和旅游区，分区
分级划定为绝对保护区、重点保
护区和环境协调区：绝对保护
区，实行“五不准”，即不准添建，
不准扩建，不准拆建，不准改建，
不准乱建；对重点保护区，包括
文物古迹周围视廊地段以及传
统街区，严格保护传统格局，严
格控制新增建筑物的高度、形
式、色彩、体量等。

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
近年来，临海按照“修旧如故，以
存其真”的原则，先后共投资 15
亿元，对一批重要古迹进行保护
性抢救或整修：古城墙、龙兴寺、
东湖公园、台州府学文庙、戚公
祠等古迹在保护和抢修中重现
昔日风采。另一方面市里组织
熟悉临海历史的“临海通”，成立
了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深入挖
掘、解读台州府城历史文化。成
立了市“非遗”保护中心，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修建了台
州府城墙博物馆、人民银行博物
馆、戚公祠、郭凤韶烈士故居等
一批历史人文景观，充分复原和
展示历史遗存。

积于厚重，发于优雅，完整
的古城遗迹和文化脉络，使临海
市有了回望历史的资本，古朴之
余又彰显出一览众山小的气定
神闲。

“城依山，山傍水，水抱城。”
自建城伊始，临海城便是人

文与生态整体和谐的杰作，仿佛
一座大型花园，包罗了众多美的
元素：山的秀美、水的灵动、湖的
精致和城的大气，经过历代城市
建设者的经营，形成了“山水秀
丽古城、形制严谨府城、明清繁
华商城”的格局。

临海，因为千年的历史渊
源，在寻求历史与现代衔接的过
程中，意味着更多的统筹和考
量。城市化进程中，临海并不贪
图快，而是以城市建设思考者的
姿态看待城市的发展问题：宜
居，才符合现代人对城市的心理
定位。

“一城五组团”的城市框架，
明确了城市的总体布局：“一城”
指主城区 51 平方公里的城市规
划建设用地范围，西至望江门，
北至白云山，东至甬台温高速公
路，南至小溪塘渡；“五组团”指
古城组团、新城组团、东城组团、
灵湖组团、江南组团。以老城为
基础，整个城市呈现出向东发展

的态势，古城新城交相辉映，融
为一体。

山水生态是临海特有的禀
赋。临海积极创建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省森林城市，切实加强
城市生态建设，把绿水青山留给
城市居民。早在 4 年前，临海市
就完成了《临海市绿道网规划》
编制，将打造“三横三纵”、总长
为 506 公里的 6 条城市绿道，连
接公园、自然保护区、名胜区、历
史古迹等与高密度聚居区之间
的开敞空间纽带，实现城市与山
林、湖泊、田野的绿色对接，为

“中国宜居城市”临海的“宜居”
性增添了新注解。

彰显“山、水”特色。投资20
多亿元，把位于新城核心区的滞
洪区，打造成1.5平方公里水面的
灵湖生态公园，成为生态城市建
设的典范；通过截污清淤，引清流
入湖，恢复了老城区东湖公园的
宋代园林风貌；推进灵江两岸治
理，兴建城防景观工程，沿江建成
4 个生态公园，形成了“十里灵
江、十里画廊”的城市新景观。

做足“绿、美”文章。加强城
市绿化建设，见缝插绿，沿河布
绿，顺路播绿，一路一树种、一街
一品，近两年，新增绿化面积158
万平方米。目前，建成区绿地率
达 44％、绿化覆盖率达 46.2％、
人均公共绿地达 14.3 平方米，居
全省前列。投资4000多万元，完
成3个入城口综合改造。全面完
成“四边三化”三年任务，投资
1.2 亿元，新增路边绿化长度 293
公里、绿化面积796万平方米，绿
化长度和面积均居台州第一。

实施“净水、蓝天”工程。狠
抓“五水共治”，完成河道垃圾清
理和主城区截污纳管，城市污水
处理率达 88.7%。拆除涉河违
建，开展河岸覆绿，城区主要河
道基本建成“水畅、河清、岸绿、
景美”的水系景观⋯⋯

徜徉在古街或是漫步于城
墙，能触摸到它的厚重和沉稳；
骑行于城墙脚下的绿道，能感受
到它的闲适和清新；泛舟灵湖之
上，则体味到人、自然、城市三者
的默契与和谐。

“上午去新开业的银泰城购
物，下午到戚公祠喝茶，傍晚去江
滨绿道散步，这是临海市民林立
均周末的幸福生活。

近年来，临海高度重视城市
规划建设，城市框架进一步拉
大，功能品质进一步提升，城市
面貌焕然一新。临海城市发展
正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
升”转型。

主动从城区向东拓展、跨江
发展，突出中心城市的集聚承载、
综合服务和辐射带动功能，加快
构建现代化的城市综合交通、市
政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绿地、住
房保障体系，新建一批具有文化
内涵和时代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银泰城市综合体、华润万家成功
入驻，浙东休闲家具城、粮油综合
批发市场和第二中心菜场投入使
用，博物馆、规划展览馆、农商行
总行大楼、广电传媒中心等一批
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总部商务区
和汽车客运总站综合体启动建
设，文化艺术中心（剧院）、台州医
院新院区等项目前期工作顺利实
施。

再往东，洛河两岸，253 亩土
地上，推土机、运载机的劳作声
轰鸣不断，规划建设 23 幢总部
大楼，总投资约 40 亿元的临海
总部经济商务区将在这儿诞生，
不久之后这片黄土地将成为未
来临海发展的形象标志和城市
标志。

城 市 品 质 的 提 升 ，离 不 开
做大做强城市经济。“临海计划
通过 5 至 10 年的时间，把总部
经济商务区建设成为融现代建

筑与人文景观、总部经济与楼
宇经济、商务功能与服务功能
为 一 体 的 新 型 经 济 业 态 集 聚
区，形成‘高增值、见活力、强辐
射’的城市经济新增长点。它
的建设，对于推进我市经济转
型升级、加快城市中心区建设、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临海市政府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我们。

据介绍，自 2012 年开始实施
“813”城市建设计划，即城市 8 大
重点区块，临海每年安排 100 多
个 建 设 项 目 ，总 投 资 300 多 亿
元。2012 年来共实施了 384 个城
市 建 设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126 亿
元。每年优先安排教育、文化、医
疗、污水处理等城市民生设施项
目。

坚持改善城市形象与优化
人居环境相结合，坚持完善城
市 功 能 与 提 升 城 市 品 质 相 统
一。这一切，对于一个普通临
海市民来说，则是在亲历一个
城市基因的更新和重组。“临海
有台州最好的教育，台州学院
在我们这儿，台州中学也很好；
我们还有最好的医疗，台州医
院也在这里。这是其他地方比
不了的。”洛河岸边晨练的大伯
笑着说。

城市就像一个生命体，如果
说景观面貌是城市的“形”，功能
内涵则是城市的“神”。形神兼
备、秀外慧中的城市，才是有品位
的城市，才是“让人来了还想再
来”的城市。临海正在努力让城
市真正成为人们宜居和乐居的家
园。

【古韵今风】 传承千年的文化积淀

【山水秀丽】 宜居之城的新古交融

【品质人居】【品质人居】
普惠民生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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