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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湛南新城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及重点片区城市设计
——城市规划成果系列专题报道之五

以高水平城市规划引领高质量城市发展

规划范围

北至黄河路、南至沙河湛河区行政区边界、

东至平舞铁路（包含铁路东侧防护绿地范围）、

西至苗张路沿线。用地面积约 47 平方公里。其

中，重点区域城市设计面积约 16平方公里。

规划期限

2018 年-2049 年。其中，近期为 2017-2020

年，中期为 2020-2030 年，远期为 2030-2049 年。

规划目标

打造区级城市中心，构筑个性化城市公共

空间；完善城市功能，塑造湛南新城城市新形

象，实施土地高效复合开发。

主体定位

打造“一心一城”——南部城区区级中心，

滨水生态宜居新城。打造区域行政管理、高级

商务服务、高尚生态宜居、高端休闲旅游、先进

文化传承五大功能区。凸显山河湖（河山、沙

河、白龟湖）特色的生态园林城区，打造“金廊银

带、山水绿城”。

规划以点轴驱动、水绿串联、城绿共生为

总体构思。延续开源路城市发展轴，利用自然

环境资源，引入沙河水系，疏浚旧渠进行串通，

与河山观景视线廊道形成新城水绿串联开敞

空间。新城各组团之间通过绿地环绕联通，建

立联动共生关系，打造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生

态城。

空间规划

市区层面，实施“三轴一带、次级突破”。

三轴：南北向城市发展轴，湛南新城接续

老城区主中心往南延伸带动发展作用，形成东

翼南北向发展动脉；东西向城市发展轴，发展

承东接西，联动湛南工业园区和新城区；黄河路

轨交 1 号线，联络新老城区的东西向发展轴，设

计为立体交通、生活服务、科教文创功能的城市

轨交线。

一带：沙河沿线旅游观光经济带。

次级突破：湛南新城作为平叶一体化发展，

老城区主中心、叶县城区次级中心的传动轴，构

建带动发展、联动周边的城市组团空间，形成湛

南新城次级中心。

片区层面，实施“东翼一体、三区联动”。

实施老城区、新城区、叶县城区功能错位发

展，引入特色商业奥特莱斯、风情商业街、民族

风情街、休闲旅游商城、专业市场等，植入地方

民俗文化，结合现状教育、医疗养生、观光娱乐

旅游等项目的实施，打造现代化生活服务业体

验中心，形成一站式综合服务实验基地。

湛南新城层面，构建“三生协同、产城融合”

空间发展框架。

北部片区毗邻湛河老城区，以综合服务为

主，包括特色商业街区、行政办公区、体育中心、

奥特莱斯综合体、民族风情街等功能区。以发

展商贸服务、健康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地方文

化创意等完备生活设施的综合服务核心。

湖东片区以湿地旅游为主，旨在营造“水韵

悦城、蓝色港湾”的城市生活。围绕水文化及工

业文化主题发展湿地保育、文化休闲、生态居

住、特色商业等复合型城市功能。

滨河片区以美丽乡村为主，位于宁洛高速

与沙河之间，是湛南新城发展远期备用开发用

地，打造集康体养生、休闲旅游、文创娱乐为一

体的特色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河西片区以农

业观光为主，河西片区为沙河西侧生态农业小

镇，以美丽乡村和原乡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为主

导，配套商业、旅游等服务。

▲湛南新城中心区效果图 ▶湛南新城结构规划图

华东
金陵灯会、除夕敲钟、田园民宿

以华东为首的江南地区，有着独特

的春节民俗，如金陵元宵节是南京最有

名的春节民俗文化活动，从春节到元宵

节，可持续 50多天，金陵灯会有“秦淮灯

彩甲天下”的美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春节赏灯是当地百姓必不可少

的赏玩项目；苏州寒山寺的除夕敲钟始

于 1979年，其新年庆祝活动被称为中国

最早、最大的旅游节，一边听钟祈福，一

边欣赏舞龙舞狮、踩高跷、抬轿子等传

统民间表演；上海豫园、城隍庙的元宵

节，也展现着江南传统的春节民俗。

到民宿集中的莫干山过一个田园

乡村年也很有趣，可以跟着房东感受华

东地区的农家乡俗——竹香鸟鸣伴眠，

包粽子、放烟花、烤地瓜、吃杀猪饭。

春节期间，西溪湿地的冬梅也将盛

放，可顺道前往游赏。喜欢美食的可尝

一顿杭帮风味年饭。

东北
滑雪、包饺子、土味乡村年俗

哈尔滨、吉林、长白山等地，不仅是

冬天赏雪、滑雪的首选，更有着传统与

时尚交织的浓郁地方特色，林海雪原上

的原味冰雪风情，混合杀年猪、放鞭炮、

包饺子、剪窗花这样的土味年俗，让人

深度感受东北黑土地火辣辣的热情。

春节期间前往东北，可以走进关东

林海人家，包饺子、放鞭炮、劈柴火，跟

当地人一起穿上大花袄，戴上狗皮帽，

贴对联、剪窗花，坐在炕头嗑瓜子、唠家

常，到雪地里堆雪人，观赏踩高跷、扭秧

歌、二人转。也可以回到城市中，参观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到时尚的中央大街

品尝马迭尔冰棍、俄罗斯大列巴。

福建
客家风情、神秘祭祖、土楼钟声

对客家人来说，过年相当重要，每

一座土楼都浓缩了独特的客家文化，有

着别样的年味。住在福建的土楼人家

中，欣赏客家舞龙、五色锣鼓和斗笠舞、

筷子舞等表演，别有一番趣味。

在客家土楼过年，家家酿米酒、做

糕点、晒春联、杀鸡宰猪，除了热闹的舞

龙舞狮，神秘的祭祖仪式也会在春节期

间上演。夜宿土楼，可以跟客家人学习

打糍粑，品土楼长桌宴，在围龙屋里看

露天电影。春节期间，还可以敲响土楼

钟声，看民间艺人表演，感受浓郁的土

楼客家文化。

山东
孔府过大年、泰山祈福、地道鲁味

山 东 各 地 的 新 春 习 俗 花 样 繁

多 —— 潍 坊 的 年 画 制 作 工 艺 惟 妙 惟

肖；曲阜孔府过大年有入府仪式、内宅

请安、兰堂试讲以及写春联、贴门神、挂

天灯……名堂众多；济南有趵突泉新春

花灯会、千佛山迎春庙会、灵岩寺新年

祈福会；至于泰山所在的泰安市，更是

有春节登山祈福、唱大戏、敲平安钟迎

新年等有名的传统迎春活动。

前往泰山之巅进行新年祈福，许下

美好愿望，在春节别具意义。在以《清

明上河图》为蓝本的青州古城，还将上

演精彩的古城大庙会，可以看民俗表

演、品地道的山东年味。

此外，春节前往山东，还可以品尝

孔府家宴、胶东八大碗、明湖泉水宴、冬

季海鲜火锅等特色时令菜，过一个“舌

尖儿上的鲁味春节”。

广西
舞龙舞狮、王府新春、年夜小吃

舞龙舞狮拜年是桂柳人喜爱的传

统项目，每到春节，舞龙舞狮队将龙和

狮子装扮一新，苦练花式传统套路，图

个喜庆。桂林的靖江王府还将上演新

春纳福的好戏，其间，靖江王府有“福、

禄、寿”三星报喜，可前往祈福，保佑来

年顺利平安，还可参与趣味五福拓印等

新春活动，把满满的福气带回家。

春节期间广西的花样传统美食也

不容错过，有年粽、油堆、年糕等小吃。

有机会可以深入各地，欣赏少数民族的

舞春牛、打扁担、糖果祭灶等传统新春

活动。

四川
春节老人、古城年味、锦里庙会

至今已有 2300 多年历史的四川阆

中古城被视为中国春节的发源地，各种

春节活动犹如原始的春节文化样本，每

逢春节，“春节老人”都会在古城星座苑

和其他主要景点和街道向游客拜年、发

压岁红包，与“春节老人”共迎新春，不

失为一种福气。

春节去四川，除了在阆中古城体验

传统年俗，还可以逛逛洛带古镇，跟当

地的客家人一同过年，或是到成都逛逛

锦里大庙会，观曲艺、杂技，吃一顿热腾

腾 的 火 锅 ，体 验 不 一 样 的“ 川 味 儿 热

闹”。 （刘星彤 马洁明）

——春节国内年俗游目的地推荐

热热闹闹过个地方民俗年

甘肃：200多家景区免票或半价

即日起至 2019 年 3 月底，甘肃 200

多家景区实行免票或半价优惠。莫高

窟、鸣沙山、月牙泉、玉门关……这些热

门必游景点都包括在内。

敦煌莫高窟、平凉崆峒山、天水伏羲

庙等 200 多家旅游景区实行门票免费或

半价优惠政策。600 多家旅游企业、星

级宾馆酒店推出大幅度打折促销优惠活

动。旅游包机、旅游专列、国内组团入甘

旅游等有补贴。

西藏：门票全免或半价

这个冬天，西藏的部分景区实行免

门票政策，优惠至 2019 年 3月 15日。

除寺庙景区外，西藏国有 3A 级及以

上景区免费游览，国有 3A 级以下和非国

有 A 级景区门票在淡季价格基础上减

半。旺季门票 200元的 5A 级景区布达拉

宫也已宣布，在“冬游西藏”期间执行免票

参观政策，游客可凭身份证领取当天的免

费券参观。此外，星级酒店、国际品牌及

精品酒店房价以及交通等也有配套优惠。

吉林：长白山对全国游客免门票

即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吉林长

白山推出免除西景区、北景区门票政策。

全国游客免门票游览长白山北景区

和西景区雪季美景。全年内购一张门

票，在三天内不限次数畅游长白山北景

区和西景区。

国内众多5A级景区实行淡季票价

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国家 5A 级景区

正在实行淡季票价：江苏扬州瘦西湖景

区旺季票价 100 元、淡季票价 60 元；山东

青岛崂山景区旺季票价 180 元，淡季票

价 120 元；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旺季票价

150 元，淡季票价 50 元；陕西华山风景名

胜区旺季票价 160 元，淡季票价 100 元；

新疆喀纳斯景区旺季票价 160 元，淡季

票价 80 元；内蒙古阿尔山国家森林（地

质）公园旺季票价 180 元、淡季票价 130

元；浙江普陀山景区旺季票价 180 元，淡

季票价 120元。 （黎存根）

这些地方门票优惠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村年画艺人在晾晒印制好的年画。 新华社发（张驰 摄）

在西溪湿地观赏冬梅。 刘星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