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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紫河的由来颇具诗意。唐代著
名诗人刘禹锡在《采菱行》中吟诵：白
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取
诗中“紫菱”之意，穿紫河得名。

穿紫河横穿湖南省常德市中心城
区，全长17.3公里，与沅水一堤之隔，
东北角与柳叶湖相通，呈“Y”字形分
布，30余万居民生活在南北两岸。三
三两两的常德市民漫步穿紫河边，以
前臭气熏天的穿紫河改造后成为十里
绿廊，是市民每天“打卡”的休闲场所。

常德市年均降水量超过 1360毫
米，城市江、河、渠纵横交错，湖、塘、池
星罗棋布，具有典型的南方丰水城市
特征。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
化进程加快，受开发程度高、硬质铺装
多、污染排放大等因素影响，城市雨水
调蓄渗滞能力减弱，内涝和水体黑臭
问题成为百姓“心头之患”“城市之
殇”。这些年，常德推进“水生态、水安
全、水环境、水文化、水资源”五位一体
建设，穿紫河见证了打造城市小康生
活样板的时代变迁。

一座“会呼吸”的海绵城市

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穿紫河
由“昔日龙须沟”变身“今日金腰带”。

常德市海绵办负责人张杰介绍，
2015年常德入选全国首批16个“海绵
城市”建设试点以来，因地制宜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系统谋划和统筹推进7大
工程148个项目，基本实现“小雨不积
水、大雨无内涝、水体无黑臭、热岛有
缓释”，塑造了绿色发展和宜居生活相
互融合的和谐格局，形成城市提质和
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一座

“会呼吸”的海绵城市逐步形成。
“这片芦苇就是一个生态滤池。”

在穿紫河船码头，张杰说。芦苇下布
满了天然滤料、松散石块、渗水管、导
流管等。船码头片区的雨水、路面污
水混合后，经过这片生态滤池过滤，可
达到景观水标准，然后排入穿紫河。

改造过程中，常德市政府斥巨资，
拆除河堤、疏通河道、增加调蓄容积，
在穿紫河沿岸建起8个新型雨水泵站，
沿岸118个排水口被全部截流，修建了
1100多公里地下管网，将无数大小“海
绵”与穿紫河连通。

如今的穿紫河不仅恢复了自洁功
能，还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消纳着城区
的超量雨水。

48岁的彭礼刚是常德市穿紫河水
上观光巴士船长，他曾在当地搞水产
养殖，因为水质污染而放弃。2016年，
穿紫河通过综合治理恢复通航后，他
成为穿紫河上观光巴士的船长，带领
游客沿河欣赏城市新面貌。

一个流动的大“活水”池

建设海绵城市的一处处细小变
化，让洞庭湖畔的常德脱胎换骨。

在常德柳园锦江宾馆，昔日宽敞
的车道、硬化的广场已不见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高低不平的草地和错落有致
的水塘。草地与道路接壤处，则留着1
米多宽的草沟。

草沟上每隔几十厘米就镶嵌着一
块条石，将草沟分割成无数断面。草
地间蜿蜒伸展的车道、规划紧凑的停
车场，都铺上了多孔改性水泥。

当地人告知，下雨时，大量雨水通
过草地、多孔改性水泥向地下渗透。
随着雨势加大，雨水便汇集到草沟继
续渗透。暴雨期间，超量雨水则会顺
着草沟汇集到不远处的水塘。

这块巨大的“海绵”不仅铺向宾
馆、公园、学校、居民小区，还铺上办公
楼、教学楼、居民楼的楼顶。如此一
来，80%的雨水都被“海绵”直接吸收。

剩下20%的雨水如何处理？在常
德城区南北两边，分布着护城河、穿紫
河两条河流。两条河流覆盖了大半个
常德城，城市超量雨水便被它们“收
留”了。

笔者见到，常德市很多小区里精
心排布着这类设施，将原来废弃不用
的雨污水储存利用。在武陵区落路
口社区天源星城小区，篮球场下藏着
一个 150立方米的大水池，专门用来
收集雨水。小区内还增加了植草沟、
道路环保雨水口、雨水花园、水生态
修复系统等过滤体，可有效沉淀和净
化雨水。

经过反复多重过滤，快排变成缓
排，雨水得到净化并存进储水箱、景观
水池，循环利用。存蓄的水替代自来
水用于景观补水、绿地灌溉以及居民

的日常清洁用水，水在小区“活”了起
来。除了天源星城小区，泰达润景园
等小区都应用了海绵城市的设计理
念。

常德的城市道路启动海绵城市建
设模式。紫菱路西段是海绵型道路建
设示范工程。一块块3寸见方的小石
块整整齐齐铺在道旁，石缝间填满了
碎石和粗糙的沙砾，地砖之间的碎石
缝隙是雨水自然下渗的通道；人行道
上的植草沟里花草葱茏，使用粗砂层
与透水混凝土新技术，不再是以前的
黏土栽种。

一处承载乡愁的诗意栖居地

穿紫河畔的大河街、小河街从沈
从文的笔端走出，在老常德人的记忆
里复活。常德打通内河水系，连通新
河、白马湖、穿紫河、柳叶湖、沾天湖，
开辟往返航道45公里，建设丁玲公园
码头、白马湖公园码头、柳湖沙月码头
等14个码头，开通水上观光游览船。

如今绿河两岸，婚庆产业园、常德
河街等滨水街区平地而起，昔日“臭水
沟”变身城市“绿腰带”。几位散步的
市民说，之前的穿紫河畔因为河道气
味太重，住户稀少，现在这里成了宜居
的家园。“倚水听雨、枕河安眠，就是
我们老百姓所盼望的小康社会。”市
民陆先生认为，城市改造不仅是经营
城市、提升商业价值，对于居民来说，
好的环境才是真正的无形财富，唤醒
大家对城市的记忆。

现在的常德，既是长江经济带重
要节点城市，也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核心城市之一。常德启动河街建设，
将城市历史和文化融合，一幅祥和的
画卷正在铺展。

常德市同时以棚户区改造为切
入点，打造诗意栖居的人居环境。老
西门是常德面积最大、最具地方文化
特色和影响力的棚户区改造范例。
通过挖掘整合常德丝弦、花鼓戏两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护城河、杨家牌
坊、火神庙等古迹，还原老常德人的
生活场景，并恢复了老常德的民居
——“窨子屋”，成为一处承载市民记
忆乡愁的栖居地。

（洪克非 杨月）

7 月 12 日傍晚，持
续了大半天的闷热后，
河南省开封市区迎来了
一阵急雨。虽然雨不太
大，但在城市一些路段，
地面上已有了积水。不
过，笔者专门冒雨赶去
看的两个地方，却完全
是另外一番景象。

“黄河大街排水改
造工程南起魏都路，北
至复兴大道，总长6.1公
里，是开封市首条按照
海绵城市建设标准实施
改造的道路。”开封市城
市管理局总工程师王领
介绍说，“这是该工程的
一大亮点。”

在东京大道与黄河
大街交叉口北段，主路
面不见积水，人行道宛
如平时。这条路是开封
城区南北主通道之一，
过去排水体系为雨污合
流，污水主管道年代久、
管径小。“一下大雨、急
雨，积水就很深。”家住
附近的钱先生回忆说。

融入海绵城市建设
理念和标准后，完成排
水改造工程已全线贯通
的黄河大街“升级”了：
不仅排水管道已实现
雨、污分开，主路面也不
再设窨井排水口，雨水
径流通过两侧管道进入
下沉式绿化带，绿化带
下每隔一段就建有拱形
调蓄装置，可短期存储
部分雨水，减轻市政排
水管压力，能有效地缓
解城市内涝发生。

笔者在现场看到，
雨中的主路面仅见湿
意，人行道上由于铺设
了砂基透水砖，更见不到水迹。

“海绵城市是对以往城市建设模
式的反思，是城市发展在新形势下的
转变。通过海绵城市建设，可以有效
改变开封‘逢雨必涝、雨后即旱’的城
市弊病，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生态破
坏、水环境污染等问题。”王领介绍道。

2018 年 10 月 24 日，开封入选全
国首批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截至
目前，已先后完成了宋都水系一期和
二期、西北湖湿地、一渠六河、涧水河
等17个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全面落
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连通古城水系，
将城区建设成为一个巨大的“海绵
体”。

今年 6月 1日，全长 28.6公里、成
功实现生态修复的“一渠六河”以全新
的面貌呈现在市民面前，环绕古城的
护城河碧波荡漾，“北方水城”重现眼
前。

西北湖，位于开封古城的西北隅，
被古城墙环抱，自民国时期就形成大
面积的水域，但后来长期荒废，湿地生
态系统日趋脆弱。

作为环城墙景观带建设的一部
分，从 2018年起，西北湖湿地公园项
目运用低影响开发策略和海绵城市工
程技术措施，通过“渗、滞、蓄、净、用、
排”等方式，就地消纳净化降水，修复
自然湿地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公园内
70%以上的降水被就地消纳和利用。
园内设置林荫道、文化广场、亭廊等满
足市民休闲、娱乐、赏景、健身需求，同
时将开封的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观相结
合，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到达西北湖湿地时，雨已渐小，几
位经常在这里进行老年模特训练的女
士已放下了雨伞，摆开了阵势。“下雨
时地面基本不见雨，最适合我们来锻
炼了。”模特们告诉笔者。

而在湿地一角，开封市海绵城市
规划展示馆本身就是一座海绵型建
筑，墙体和屋顶进行了立体绿化。为
向广大市民普及海绵城市建设知识配
建的这座展示馆，已是市民和游客休
闲、娱乐、赏景的好去处，时刻在传播
海绵城市建设的理念与知识。

“这是我们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的一个典范。”王领说，开封市 2015
年已经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的各项
工作，到今年的目标是城市建成区
20%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要求，
并已在城市水系统、园林绿地系统、
道路交通系统、建筑小区系统实施
示范项目。

（龚砚庆 胡舒彤）

常德市让昔日“臭水沟”变身
城市“绿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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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见证，是工业
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
印发《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拟以老工
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为切入点，带动
城市更新改造，推动老工业城市加快从

“工业锈带”转变为集城市记忆、知识传
播、创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生活秀
带”。

如何让“锈带”展现“秀色”？如何在
对工业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同时，挖掘其
合理利用的价值？如何发展以工业遗产
为载体的体验式旅游、研学旅行、休闲旅
游精品线路？一批老工业城市在不断探
索和实践中，给出了答案。

推动工业文旅发展

老工业城市是我国工业遗产空间集
聚度最高的区域，也是保护利用中最难啃

的“硬骨头”。近年来，各地结合老工业城
市发展实际，加快推进老工业城市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积极出台政策，推动工业文
旅新业态发展。

2017年9月，重庆市政府在贯彻落实
国务院“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重点任
务分工中明确提出：鼓励工业企业因地制
宜发展工业旅游，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展
工业遗产旅游，打造一批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发展旅游用品、户外休闲用品、特色旅
游商品和旅游装备制造业。如今，越来越
多的重庆市工业企业开始发展工业旅游。

2018年，四川出台工业旅游创新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并提出编制四川省工业
旅游总体规划，专题开展全省工业旅游空

间区划与规划研究，重点对老工业基地、
资源型城市和乡村地区进行工业旅游集
聚区与功能区发展引导等。目前，四川已
经形成工业遗产旅游、工业科普旅游、产
业公园旅游、企业文化旅游和工业购物旅
游相结合的产品体系，具有四川特色的工
业旅游日益兴旺起来。

辽宁近年来高度重视工业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工作，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工业遗
产项目，并不断推动全省工业产业发展及
工业文化遗产保护。辽宁省工业文化发
展中心自2018年7月挂牌成立后，始终以
开展工业文化理论研究、承担工业文化遗
产调查保护开发与再利用工作为职责，积
极承办了“不忘初心、奋发图强——新中
国工业档案文献展”辽宁首展，并作为全
国工业旅游联盟13家发起单位之一，积
极推动工业旅游的发展。

“近现代工业建设为江苏留下了丰富
的工业遗产。保护并用活这些工业遗产，

可以让历史‘照亮’未来。”江苏省文化和
旅游厅产业发展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部分
工业遗产转化为旅游业态产品，需要有创
意展示的载体、体验的空间以及配套服务
的功能，南京“1865”、宿迁洋河工业园等
通过“工业+文化+旅游”，成为传承工业遗
产、挖掘遗迹价值的有效途径。江苏省文
化和旅游厅对于这类融合发展特色突出
的单位，给予项目资金、宣传推广等多方
面的扶持。

遗址“去锈”城市“上秀”

通过给工业遗产“去锈”和“上秀”，促
进工业遗产由“工业锈带”向“生活秀带”
转变，如今，许多老工业城市在现代化建

设中旧貌换新颜。
走进位于成都市成华区的东郊记忆

文创产业园区，一股浓烈的工业文化气息
扑面而来。原本的工业生产早已停止，取
而代之的是别具文创特色和旅游特色的
街区，每年吸引着大量游客前往“打卡”。
而在距离成都两小时车程的乐山市嘉阳
国家矿山公园内，素有“工业革命的活化
石”和“工业革命的绝版景观”之称的嘉阳
小火车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

一座常州老厂房，半部近代工业史。
从2008年起，江苏常州抓住大运河申遗、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契机，通过“抢
救、保护、利用”的办法，将原“第五毛纺
厂”改造成常州运河五号创意街区，曾经
的辉煌与时代的记忆在三堡街141号被
保留至今。该创意街区成为运河边的文
旅主力军，吸引90多家企业入驻，每年接
待游客70多万人次。

2019年9月，重庆工业博物馆正式面
向市民开放。博物馆由主展馆、“钢魂”馆
以及工业遗址公园等构成，全面展示了重
庆对外开埠后民族工业的振兴，以及重庆
工业为中国抗战、国民经济恢复、重庆城
市化进程、中国工业化进程作出的巨大贡
献。

深圳OCT-LOFT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原本是华侨城东部工业区的一部分。
2004年，在相关政策支持下，华侨城集团
结合原有厂房建筑特点将其改造为创意
产业工作室，引进了多种类型创意产业和
服务配套。该创意文化园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改造，园区保留了旧厂房的建筑
形态和历史痕迹，同时衍生出更具朝气和
生命力的产业经济，改造完成后，不断完
善内部功能，并策划多样的文化活动。如
今，该创意文化园已经成为深圳的一张创

意文化名片。

积极探索谋划发展

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是一项系统工程。《方案》提出，老工业城
市应从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角度出发，
立足城市发展实际，学习借鉴国内外有
益经验，探索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打造“生活秀带”的有效路径。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
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若祥表
示，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工业遗产的
保护和综合利用力度，目前总体还处
在积累经验的探索阶段，主要与科普
教育、文化旅游等融合，通过产业融合
发展盘活工业遗产的存量建设用地，
从而使工业遗产焕发生机。

“如何全面考虑工业遗产的历史、
科学、艺术和经济价值，建立合理的工
业遗产价值评估方法是落实《方案》促

进文化旅游发展的重点。”天津大学建
筑学院张柔然副教授认为，“我国有着
丰富的工业遗产资源，但还没有工业
遗产的世界遗产项目。国外尤其是西
欧老牌工业国家将申报世界遗产作为
促进工业遗产的保护和文化旅游发展
的做法值得借鉴。”

北京青蓝文旅规划设计院院长马
牧青认为，工业遗产在保护的同时要利
用、转型、创新和活化，一方面要找准可
做旅游的工业遗址资源，另一方面则要
平衡“工业锈带”的“锈迹”和“生活秀
带”的“秀色”。“基于工业遗址之上的

‘生活秀带’可以‘秀’什么？不少城市
已有落地性项目，如文化艺术园区、艺
术画廊、工业博物馆等。我们还可以开
发科普、研学、博物、娱乐、文创等项目，
培育新型文化和旅游业态，形成生产、
旅游、教育、休闲一体化的‘工业+生态+
文化’旅游新模式。” （王 洋）

推动“工业锈带”转变为“生活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