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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平顶山城市双修工作，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于 2017年上半年开始启动北部
山体生态修复暨文化休闲区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平顶山市北部山区的生态修复与休闲
功能建设对平顶山打造生态山水宜居城市，塑造北部山区生态带全新形象，助推平顶山
建设生态绿城、旅游名城，以及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提前对北部山体区域进行规划控制，合理确定功能分区和空间布局，市城乡规划
局面向全国组织开展了平顶山市北部山体生态修复暨文化休闲区总体规划公开招标，
规划的研究范围为市区范围 503平方公里，规划范围为北部山体边界，包括香山、龙山、
擂鼓台山、落凫山、平顶山、马棚山、焦赞山等，总面积约 80平方公里。

项目招标工作于 2017年 7月发布招标，并于 8月进行专家评审和公示，在 8家投标
设计单位中，确定了 4家设计单位（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
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广州亚城
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进入项目的方案竞赛阶段。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4家入围
单位按期提交了设计方案。

现将 4家单位设计的竞赛方案通过 2017年 12月 1日《平顶山日报》、市博物馆一楼
现场展示、市城乡规划局网站及微信平台（“平顶山规划”和 12月 1日“平顶山微报”）公
示等方式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最终中标方案将在综合评审专家意
见、各相关部门意见、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报市规划委员会票决。

平顶山市北部山体生态修复暨文化休闲区总体规划征求意见表

1.将本版《平顶山北部山体生态修复暨文化休闲区总体规划征求意见表》剪下，寄送至平顶山市湛河区开源路湛河桥南路东 1号
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规划编制科，若有相关意见和建议可在写明后与意见表一并附上。

2.在市博物馆一楼现场参与投票。
3.登录平顶山市城乡规划局网站( http://www.pdsgh.gov.cn/)浏览设计方案并通过“平顶山规划”和 2017年 12月 1日“平顶山微

报”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投票。
4.扫描二维码，登录“平顶山规划”和 2017年 12月 1日“平顶山微报”微信平台参与投票。
截止时间2018年 1月 1日 1800 联系电话：0375-3967127

公众参与方式

A 深圳市北林苑景观及建筑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平顶山北部山体在平宝叶鲁郏地区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理区位、生态优势和交通基础，市委、市政府
借助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注入的动力，对北部山区战略性生态资源强化高标准、高效化、高价值、高端化
利用，实现从“生态资源优势”向“核心竞争优势”的转化。

我们方案的出发点就是生态转型，助推北部山体由平顶山背面向平宝叶鲁郏区域中心地带转变，恢
复北部山体的生态功能、生态文化、生态经济及生态休闲，改变低效粗放的“废物堆放和煤矿开采”为核心
的逻辑惯性，建立以人与山为核心的可持续山水城市新模式，开启北部山体生态绿脊建设新时代，塑造

“云中福地、最美北山”的美好愿景，实现生态可持续的山水绿脊、一流的文化福地胜境、风景的立体行山
美径。为此，我们遵循“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统一修复、统一保护的战略原则，从生态修复、水利灌溉、
生态旅游、交通组织四个角度出发，提出美青山、引绿水、福山水、风景道四项具体目标及规划措施。

美青山——针对北部山体生态、景观、功能特性，我们采取针对性、差异化、经济有效的生态修复模
式，重塑“绿水青山”美丽景象。

引绿水——从昭平台水库引水为主，城市中水及白龟山水库引水为辅，配合山区微型水利调蓄相结
合的水源体系，通过生态修复对策分区管理北部山体灌溉体系。

福山水——充分利用山、水、林、田、湖沟脊生态空间及观音、工矿、传说等文化内涵，提供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一脊两心四片八谷”北山生态文化休闲旅游区。

风景道——依据北部群山的地形地貌生态特点，构建由环山公路、环山小火车、徒步山脊线、沟谷山
水线组成的风景道网，立体体验北山的山水城市大地风景。

B 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主题：山水心，
云上园——山水修心，云
顶阅城。守护北山生态，
挖掘北山文化，弘扬鹰城
精神。

规划定位：生态源
——平顶山北部山地森
林涵养保育区；文化源
——平顶山北部大型城
市公园群；活力源——平
顶山绿色转型永续发展
先导区。

规划目标：修复城市
山水之心，激活北山源地
功能，确保城市“山水林
田湖矿城”生命共同体生
态安全。

规划理念：生态修
复，得民心：南坡重修复、
北坡重涵养、透绿融矿
城、调水润北山、群山还
绿景、灰坑换新颜；文化
休闲，惠民生：落凫观林
海、擂鼓登高台、平顶望
鹰城、云步游青山；祥云
映湿地、香山续禅修、马
棚兴文体、金牛富农家。

规划简介：
生态修复规划采用

动态规划技术，建立数据
支持平台和过程适应模
型，统筹顶层设计和工程
集成。针对“格局残缺、
山城割裂、青山不青、绿
水不畅、坑堆刺目”等五
大北山生态之痛，提出对
应的“动态响应，战略统
筹；延山理水，有机渗透；
适地适树，质量互进；综
合施治，一水多用；突出
重点，技术集成”等修复
策略及实施方案。

休闲功能建设突出
“山水心、云上园”的设计
主题，以绿水青山为本底
布局北山公园群，合理配
套休闲服务功能，形成

“一带两区七片区”的总
体空间规划结构。

一 带 ——“ 行 云 流
水”，打造北部山体生态
修复与生态融合示范带；

两区——“南融合北
涵养”，打造南部生态融
合区、北部生态涵养区；

七片——“七大明珠
落群山”，建设七大公园
群，分别为云顶阅城公
园、生态艺术公园、禅修
文化公园、湿地涵养公
园、都市农园、拓展运动
公园和郊野森林公园。

C 河南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平顶山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北部山区却因粗放式开发伤痕
累累，静卧一隅。这里是平顶山
离自然最近的地方，也是鹰城市
民寄予厚望的城市后花园。

本次规划中，我们积极响应
中央政策要求，结合平顶山市政
府“1461”工作思路，以“中原塞
罕坝、鹰城新天地、北部增长极”
三个视角进行功能定位，通过

“全面生态修复、旅游体系构建
和精品节点打造”三大战略，以
期实现“养鹰城山水，享佛天福
地”的美好愿景。

生态安全格局看，我们最终
形成“一脉两带，六湖八林海”的
生态格局。一山连绵、两渠输
水、六湖调蓄、八林护坡。

同时，依托区域及场地资
源，按照“展示特有文化、洞悉鹰
城形象、体验山间野趣”的思路，
形成多主题、全方式的旅游格
局，借助绿道网与慢行系统实现
与城区对接，方便市民使用。真
正把北部山地打造成为活力四
射的新天地。

在精品节点打造部分，我们
选取了“妙境福地”香山寺和“城
市客厅”山顶公园两个片区重点
打造。正所谓“香山寺前聚福
地，平顶山下平安城”。

文化休闲区旅游总体规划

D 广州亚城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目标：矿区生态修复示范区、平顶山城市生
态门户、绿色人文旅游目的地。

发展定位：建设成为以生态修复为核心，集生态
保育、山顶览胜、科普展览、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
开放性城市公园。

规划结构：规划整体形成“一核三区十八景”的空
间结构。

一核即生态绿核，结合西外口水库、程寨沟水库、
土门水库的恢复与修整，局部构建湿地公园，重点强
化国家储备林种植，严控新增开发建设，营造城市生
态资源核心。

三区——观音文化游览区：依托香山寺，打造集
宗教朝拜、佛教建筑游览、佛学植物观赏等功能为一
体的观音文化主题区。

——中央生态休闲区：围绕蓄水工程，重点种植
国家储备林和进行生态修复，提升山顶公园，建设观
光塔和生态展览馆，营造城市会客厅，整合利用废弃
矿区、传统村落、擂鼓台，构建生态本底优越，山顶观
光、湿地科普、矿山历险、森林徒步、民俗体验等功能
集聚的中央生态休闲区。

——农林观光体验区：以金牛山石榴园为基础，
扩充种植葡萄、核桃、梨等，设置植物科普园，共同构
建农林博览、亲子互动、瓜果采摘、植物认种等活动丰
富的田园综合体。

十八景即香山寺、禅意漫步、龙山禅院、矿山历
险、擂鼓台夕照、幽荷竹镜、森林人家、湿地科普园、落
凫山观景、山顶公园、碧波览胜、碧潭映绿、流泉曲韵、
秋色连波、云顶小憩、果园飘香、风车步道、植物观园。

平顶山规划 平顶山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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