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瓯江帆影，渔舟唱晚，云和梯田，
畲家风情，南明湖上白鹭翩翩⋯⋯金
秋时节的丽水，依然“绿”意盎然，生机
勃勃。

“常到丽水走一走，至少活到九十
九。”丽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 80.79%，
素有“浙南林海”之美誉。丽水属中
国富水区，水质非常优异，97%的地表
水达到国家 I、II、III 类标准，其中 I 类
地表水占 40%以上。在这块土地上，
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平均含量达到每
立方厘米近 3000 个，生态环境质量全
省第一，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位
居全省首位，被誉为“浙江绿谷”、“华
东天然氧吧”。2011 年丽水人均期望
寿命达到 77.31 岁，连续 3 年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丽水已被命名为“长寿之
乡”。

丽水的美不仅仅是她的风景，还
有掩盖在美景下的生态养生心情。如

黛群山纵横交错，八百里瓯江川流不
息，共同塑造了丽水这片江南秘境。
秘境里，大自然以青山为底色，用秀水
做线条，勾勒出纯净的自然山水，更是
笔锋一转，挥洒一片烟雨、洗涤着被凡
尘淹没的心灵。

正如两院院士、中国园林学会前
理事长周干峙所说：“山水城市讲的是
一种思想理念，是城市的一种形态模
式。”中国特色的“山水城市”模式其实
就是处理好“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其
精髓在于因地制宜、道法自然。丽水
提出“青山画城、绿水兴城”正是这样
一种实践。

青山画城，就是通过中国山水画
的手法对生态山体轮廓进行勾勒，理
清脉络走向，在城市空间塑造过程中，
让居民望得见山，体现秀山丽水的本
质特征；绿水兴城，就是让居民看得见
水，挖掘水系资源内涵价值，塑造“山、

水、林、田、湖”与城市有机融合，实现
山环水绕的城市生态格局。为了做
实、做细、做透山水文章，丽水特别重
视对城市重点区块、重要地段、城市出
入口等规划研究和形象控制，建设自
然与城市、城市与人、人与自然共生共
荣的“综合体”。

从市域层面看，山的元素中，洞宫
山脉、仙霞岭山脉、括苍山脉绵亘全
境，各大县城都镶嵌在青山之中，着重
做好台地建设和依山而建文章，形成
城中有山、山中有城的城市风貌。水
的元素中，境内有瓯江、钱塘江、飞云
江、灵江、闽江、福安江等水系，为六江
之源头区，中心城市和各县（市）、中心
镇均有水系穿越，着重做好依水而建
文章，形成绿水绕城、城水相依的城市
风貌。

从市区层面看，山的利用，万象山
是丽水老城的象征，南明山是南北城

的过渡景观带，三岩寺是北城与联城、
花街区块的天然绿廊，目前 6000 多亩
的植物园已在谋划之中；白云山恰似
一道屏风，白云山森林公园已是城市
的靓丽背景。水的利用，有瓯江、好溪
绕城水系，也有丽阳坑、贺家坑等穿城
水系，还有星罗棋布的湖泊资源，在丽
阳坑、好溪堰等水系综合治理中，两岸
拟规划留足15米的宽度，打造水清、岸
绿、景美的生态景观带。

要让市民生活在园林之中，而不
是要市民去找园林绿地和风景名胜。
如果说“秀山丽水”是上天对丽水的恩
赐，那么“山水绿城”则是后人的一番
功夫。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
市建设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
突出，特别是老城区面临绿地匮乏、
分布失衡、资金紧缺等制约城市园林
绿化发展的瓶颈。为突破这一瓶颈

制约，实行见缝插绿、拆墙透绿等 12
种举措，深入实践科学、生态、节约、
低碳、高效的街头绿地创新发展之
路。

例如，丽青路与宇雷路交叉口的
“乡恋园”，在一片废墟上建成，所用
材 料 均 来 自 江 滨 区 块 拆 迁 的 废 弃
物，现在已成为街头靓丽一景；灯塔
街街头盆景园，原本被围墙围着，处
于“深闺”之内，通过“拆墙透绿”，改
造成了假山嶙峋、流水潺潺、绿树成
荫的街头美景。2013 年丽水成功创
建“国家园林城市”，市区街头绿地
项目荣获住建部 2013 年度人居环境
范例奖。

同时，在山水本底呈现的同时，丽
水还特别重视色彩规划，提出了城市
愿景色彩主旋律“青山绿水，明暖秀
雅”，引导城市的主题色彩朝着丽水城
市地域性特色发展。

丽水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城
市，据考古发现，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
人类活动，距隋朝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建处州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人杰
地灵、名士荟萃，传统文化资源丰富。
同时，丽水又是很年轻的城市，从 2000
年撤地设市来算，建市也才14年，具有
现代化城市的年轻和活力。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的
一张金名片，传承历史文脉是对历史
负责、对百姓负责。”那么何为丽水的
文脉，历史的文脉有何特质？“城市特
色需要从城市独有的自然与文化要素
中挖掘与塑造，简单地模仿和复制都
将是无水之源。”这是丽水的回答。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秀山丽水
孕育了璀璨的地域文化——瓯江文
化。它凝聚了山水的精、气、神，熔铸
了一批文化瑰宝。这里是刘基故里、
是汤显祖不朽名著《牡丹亭》的诞生
地；谢灵运、王羲之、米芾、白居易、陆
游相继而来留下墨宝；缙云仙都摩崖
题记、庆元如龙桥、松阳延庆寺、龙泉
大窑青瓷古遗址、莲都通济堰、景宁时
思寺都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丽水三
宝“龙泉青瓷、龙泉宝剑、青田石雕”更
是扬名海内外⋯⋯

“如果说自然环境是城市特色的
‘基底’，那么历史文脉则是城市特色
的‘根魂’。建筑是空间的艺术，而城
市是时间的艺术。城市特色的形成过

程是历史文化的沉淀过程。在农耕文
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农村生活向城市
生活转换过程中，乡愁就成为中国城
市特色打造重要的历史发展背景与文
化渊源。”《循应一体化 坚持特色化
——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丽水实践》
一文中写道。

事实上，丽水在城市规划建设中
就在坚持打造“会讲故事”的城市，在
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延续城市历史
文脉，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时
代特点的城市。

比如市区范围内，刘祠堂背、酱园
弄和高井弄 3 条历史街区还保留着明
清时期古城的历史风貌。丽水根据

“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人文性”的
标准，做好历史街区内业态的引导，制
定了《丽水历史街区保护管理办法（试
行）》，科学编制街区内各级文保单位
本体修缮设计方案，凸显刘祠堂背刘
基文化街、酱园弄酱作坊商业街、高井
弄红色文化街历史风貌及建筑特色。
刘英纪念馆已成为红色教育基地。

又比如，市域范围内，龙泉对上垟
镇青瓷老厂区进行分割改造，通过出
让、资源整合等方式，深入挖掘近现代
龙泉青瓷文化内涵，将旧厂区改造成
一个集青瓷文化创意、旅游观光和市
民休闲的青瓷文化创意园。

“丽水作为一个山区城市，它的建
筑应该很有特色。它跟浙江沿海包括

金华那边的建筑都不一样，这边的乡
土气息比较浓，融合了吴越的文化特
点，所以比较多元，相对来讲元素比较
质朴。”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
滋在丽水调研后评价。

2014 年 8 月，丽水荣膺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借助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
城的契机，他们让老建筑重新焕发光
彩——注重老城整体风貌和肌理的保
护，关注刘祠堂背、谭宅、天妃宫等老
城区内有历史保护价值的街区和古建
筑的有效保护和改造，留下城市记忆；

按照“区域融合”的城市更新模式，积
极探索高密度混合城区更新策略；重
视处州民居的研究，注重对乡村传统
建筑元素的提炼，丰富地域建筑特色；
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修复利用，挖
掘处州农耕文化，保护好以缙云河阳、
松阳等地为代表的江南古村落群。

一座城市有了根，百姓心里才有
底。

从应星楼行至处州府城的南明
门，斜方格形块石砌筑的城墙但见斑
驳。屏息凝神间，似乎依稀还可以听

见足下古城穿透历史尘土的呼吸声。
“走在老街的青石板路上，心里感觉非
常踏实，这些老房子代表了这座城市
的过去，都是独一无二的，一旦破坏就
永远没有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
了！”家住市区刘祠堂背的“老丽水”刘
永安感慨地说。历史永久镌刻在处州
古城。而今天你行走丽水，还可以感
受到丽水摄影、巴比松油画、畲族歌
舞、华侨文化、黄帝文化、廊桥文化、木
制玩具、茶文化、名人文化等独特的魅
力。

处州，还会“讲故事”

【演绎古今对话，既古老又年轻的历史文化名城】

文/朱凤娟文/朱凤娟

丽水，她就活在风景里

【青山绿水，明暖秀雅，营造山环水绕的城市生态格局】

/ 写在前面 /

当下我们谈论城市建

设，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前提，

那就是新型城市化。城市化

率是现代化进程的刻度。农

民转化为市民，现代生活方

式的趋同为现代建筑的广泛

适用创造可能，新的科学技

术成就促进城市规划和设计

的发展呈现一体化的趋势，

现代文明为我们带来美好生

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千城一

面”的效应。

然而，新型城市化之所

以成为中国梦极其幸福的一

页，不仅因为现代化的“城市

之利”，更因为其在本质上追

求的人本精神。一个关照个

人的城市，一定是一个有生

命竞争力的城市，是一个不

可复制的城市。她必然有着

自我的清醒认知，懂得寻找

和发现自己城市的特色与品

质，并让其符合城市和市民

的价值取向。

这样的观点和丽水市

委、市政府打造美丽幸福新

丽水的思路不谋而合。一

个地方政府的观念和理念

决定着一个城市的发展和

走向。丽水已经在国际化

和标准化的迷雾中，突出重

围，开始研究如何尊重地

脉、延续文脉、凸显城市特

色的重要课题，在“一体化”

的 浪 潮 下 ，追 求“ 和 而 不

同”、“多元并存”，这不得不

说是一方水土的庆幸。

中国的城市建设要在

全球化背景下保持自身的

特色，避免建设性破坏，需

要本土文化的自我坚守，需

要重拾那些在当今世界仍

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乡土文

化，积极寻求“人与天调、天

人共荣”的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 模 式 和 东 方 文 明 的 智

慧。而丽水提出打造“山水

城市新标杆”，进一步把“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进行深化，在新兴城市化

过程中实现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有机统

一，实践“青山画城、绿水兴

城、文化荣城”的大胆探索，

正是迎接中国城市可持续

发展和快速城市化挑战的

理想人居模式。

记得刚去丽水前问当

地朋友：“丽水有哪些值得

一去的景点？”朋友片刻没

有犹豫地回答说：“丽水分

不清什么景点，丽水就活在

风景里。”这方江南的秀山

丽水，将自己定位为浙西南

中心城市、浙江省历史文化

名城和国际生态休闲养生

旅游城市。走读丽水，今天

她正在实现重要意义的转

型：城市规划，从建筑布局

向城市空间规划转型；城市

建设，从建造房子向建设城

市转型；城市管理，从依法

管理向城市生活品牌打造

转型。在本次“发现城市之

美”的案例调研中，丽水无

疑是宝贵的一笔经验，她在

“新型”与“特色”间的探索，

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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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也青，水也清，人在山阴道
上行，春云处处生”，400多年前，汤
显祖曾经在遂昌做县令，为我们描
绘了这样一副美丽恬静的图景。
400 年后，当我们的城市被工业化
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所困扰，被越
来越多的汽车尾气和噪音等所缠
绕，而丽水“生态、天然、古朴、神
秘、秀美”，以它独一无二的自然生
态优势受到越来越多的外界关注。

绿色崛起，科学跨越。丽水市
近年来围绕“秀山丽水、养生福地、
长寿之乡”的区域定位，以培育“第
一战略支柱产业”和“中国生态旅
游第一市”为核心目标。把生态旅
游业培育为第一战略支柱产业。

“这是发挥‘中国生态第一市’这一
最大优势的必然要求，是顺应休闲
养生潮流的现实选择。紧紧抓住
当前难得的黄金机遇期，做大做强
独具丽水特色的生态旅游业。”丽
水市委主要领导介绍说。

中国生态旅游第一市，不是随
便叫的，且看她靓丽的成绩单：丽
水拥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
际休闲养生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浙江省首个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国字号的
金字招牌，2013 年又荣膺“中国长
寿之乡”的称号，成为全国首个获
此殊荣的地级市。2013 年全市共
接待旅游人次同比增长27.57%，实
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 29.37%。
2014 年上半年，全市接待旅游总人
数同比增长25.95%，旅游总收入同
比增长26.57%。

“发展生态旅游业是对丽水百
姓保护这方水土最好的回报，我们
要让老百姓享受到这份福祉。”

抛开纸面上的数据，我们同样
可以发现，丽水已经初步实现了从
一个“有资源，没产品”的旅游资源
大市，跨越成为一个旅游产品体系
较为丰富、旅游服务体系较完善的
旅游产业强市，实现了由浙江省旅
游“冷区”跨越为浙江省旅游“热
区”的转变。

这里的景区建设如火如荼。

去年 7 月，“欧陆风情园国际旅游
度假区”第一期项目“冒险岛水世
界”开园，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最大
的水上乐园项目；遂昌举行了百亿
旅游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投资额
121 亿元的千峡湖旅游度假区等一
批大项目已签约，首期北山小镇项
目将于今年底如期开工；投资约40
亿元以养生、运动等为主的缙云仙
都皇帝温泉谷旅游综合体也于去
年6月正式签约⋯⋯

这 里 的 产 业 融 合 激 发 新 态
势。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行业融合
发展，乡村旅游、养老养生旅游、文
化创意旅游风生水起：

与第一产业融合。加快乡村旅
游发展，把乡村作为都市人精神栖
息的旅游产品来打造，鼓励有条件
的小城镇、乡村“腾笼换鸟”，变城镇
为风情旅游小镇、乡村为特色旅游
村，打造了一批乡间度假产品。遂
昌、龙泉、松阳等地农业休闲项目、
农副产品加工等助推生态旅游业发
展。与第二产业融合。旅游产业发
展有效带动旅游商品、纪念品热销，
促进旅游制造业如龙泉青瓷、宝剑、
青田石雕、畲族银饰、竹炭制品等行
业发展。与第三产业融合。以创新
为新引擎，加大文化旅游产品挖掘
和开发力度，推出旅游演艺产品、举
办文化旅游活动，鼓励“丽水三宝”
特色文化旅游开发。

的确，丽水位于长三角经济快
速发展区，其生态环境、文化内涵、
生活品质组合在一起是非常独特
的。时下新潮的空气游、备受关注
的生态游、万众期待的养生游这 3
个 旅 游 元 素 都 能 在 丽 水 得 以 体
现。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是回归自
然、返璞归真，越是原生态的，就越
宝贵。丽水正在实现从山区城市
到山水城市再到休闲养生城市的
转型，达到“起居院巷里、游走山水
间”的意境。

在丽水旅游，更像是一种优质
的生活方式。翻开丽水的城市版
图，每个地方都有自己鲜亮的地域
品牌，都传递着差异化发展的时代

宣言：
莲都区着力打造“最具幸福感

旅游城市”；龙泉市着力打造山水
古城、剑瓷名城、旅游新城；青田县
着力打造“欧陆风情、华侨名城”；
云和县着力打造“山水童话”特色
的现代化生态休闲旅游名城；庆元
县围绕“寻梦菇乡、养生庆元”，着
力打造华东养生胜地；缙云县以

“黄帝缙云、人间仙都”为品牌，着
力打造寻根祭祖和旅游养生胜地；
遂昌县围绕“五行遂昌，一诺千金”
县域品牌，着力推动旅游全域化发

展，为全省、全市提供旅游综合改
革样板；松阳县围绕“千年古县、田
园松阳”县域品牌，着力打造“长三
角田园休闲旅游胜地”；景宁畲族
自治县着力打造“中国畲乡、小县
名城”风情养生旅游目的地⋯⋯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山水不仅
具有自然属性，更具有文化上的意
义，它受到万物有灵的山水自然学
科世界观的深刻影响。今天的人
们，离开自然后又向往回归自然，
丽水，正在实现让生命诗意地栖
居。

余秋雨：此行无悔，浙江丽水

【起居院巷里、游走山水间，打造中国生态旅游第一市】

秀山丽水 瓯江画廊
——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的山水生态城市新标杆

浙江省美丽城市最佳案例浙江省美丽城市最佳案例

江滨区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