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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给钢筋混凝土灌注灵魂
———记成都市建委主任刘玉成

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西部

内陆城市建设中屡创奇迹，独具特色。全国省会城市中，成都第

一个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奖，全国城市中第一个获得联合国颁发的

“人居奖”，３次被评为全国绿化先进城市，两次获得联合国授予

的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荣誉。成都，这座美丽现代的千年历史

文化古城，正以亮起来、绿起来、高起来的崭新形象迎接着新世

纪的到来。

成都城市建设的这些成就凝结了一位高级工程师的心血和智

慧，他就是现任成都市建委主任的刘玉成。６０年代大学毕业至

今，刘玉成从施工员一级一级地干到市建委主任。他目睹和参与

了３０多年来成都各个时期的城市建设，从施工员、工程师、高级

工程师到城市建设的领导者。近五六年来，成都实施的许多重点

工程的技术工作，有不少是由他负责或牵头完成的。因为他对建

设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积极贡献，最近被人事部、建设部授予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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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去年１１月中旬，科技部、建设部又授

予刘玉成荣誉证书，表彰他在２０００年小康型城乡住宅科技产业工

程项目———国家住宅示范小区成都锦城苑建设中做出的重要贡献。

闻名中外的成都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刘玉成是负责整个技

术工作的副指挥长。在长达４年的整治工作里，刘玉成将自己多

年在技术方面独到的心得体会，全部倾注进工程之中。府南河城

区段地处城市中心，涉及方方面面，工程的复杂程度超出预想。

刘玉成提出了分段施工、合理配套、一次到位的规划思想。因此，

在府南河河堤整治完毕之时，安居、防洪、环保、绿化、道路管

网、旧城改造和文化建设也同步完成。能够参与成都有史以来最

大规模的城市综合建设项目，刘玉成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身处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期，怎样将成都建设成具有鲜明特

色的城市，是刘玉成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１９８８年至

１９８９年，刘玉成留学德国，对城市规划建设新的思维方式和建筑

新技术新知识如饥似渴地学习。他是全班年龄最大，成绩名列前

茅的学生。回想那段紧张的学习生活，刘玉成觉得自己在规划建

设特色城市方面收益最大。后来刘玉成又参加了联合国在意大利

组织的历史文化名城研习班，世界银行在上海组织的亚太地区城

市发展与综合治理研讨班。每到一地，刘玉成总是善于发现和关

注城市规划建设的独特之处，并结合成都的城市特点，思考和设

计未来成都的建设蓝图。为了规划和建设特色城市，刘玉成自己

拍摄制作了数万幅外国城市建设的照片、幻灯片，并分类归纳整

理，自费建成了图片资料库。按照刘玉成的设想，未来的成都市

中心将由三条城市风景线构成：水风景线———１００多公顷的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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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面；绿的风景线———２５公顷的府南河连片绿地；建筑风景线

———沿府南河两岸上百幢智能型和节能型的各具特色的建筑物。

刘玉成深信，在成都建设者的手中，这样一幅成都风景画卷不久

将变成美丽的现实。

在近几年时间里，刘玉成利用前沿科研信息和多年实践经验，

撰写了 《试论成都市城市向东向南发展战略》 《迈向２１世纪的成

都市城市总体规划》 《成都市应继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

７０多篇科研论文，多次获得部省市优秀科技论文奖，对成都市政

府在城市建设决策方面起到了参谋作用。１９９７年，他牵头完成的

科研项目 《成都地区空心砖的开发应用及研究》，１９９８年被建设

部评为科技成果二等奖。

成都的城市建设走在了西部内陆城市的前列，它极大地促进

了城市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刘玉成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城市建

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动城市经济的高速有序发展，提高城市

环境质量，建成宜人之都。目前开始实施的成都新一轮规划，特

别是向东、向南的城市建设，正是这一思想的积极延伸。刘玉成

说，在成都城市的建设史上，我又遇到了一个历史机遇，我将全

力以赴，去迎接成都美好的明天。

袁　祥

《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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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刘玉成同志自２２岁进入成都市建设系统工作至６１岁退

休，长达３９年，先后从事建筑施工、预决算、内业技术、科技及

设计管理工作，１９９０年从联邦德国学习 “城市规划”专业回国

后，长期从事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特别是在成都市城市建设的

重点工程方面：如全国住宅试点小区———成都市棕北住宅小区、

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五路一桥工程、自来水、垃圾、污水处理

厂的建设中，分别担任专家组组长、指挥长、副指挥长等职，负

责工程建设中的技术管理工作，为成都市的城乡规划、城市建设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被建设部授予 “全国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

的荣誉称号。

刘玉成在工作之余，努力钻研，先后牵头完成了建设部下达

的 “成都地区ＫＰ１型空心砖的应用研究”“成都市新型墙材及建筑

节能研究”等科研课题，并获得国家科委、建设部、省市政府科

技进步奖多项。学术上，勤于耕耘，先后完成专著４本———由四

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再创辉煌论城乡建设艺术》《世纪跨越再论

城乡艺术》《追赶完美———文论城乡建设艺术》《魅力城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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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乡建设艺术》。

二、刘玉成２００８年退休后，仍然战斗在城乡建设这条战线

上，先后牵头完成了 “成都市历史文化标识体系规划”等十多项

科研课题，有的受到了省、市政府的表彰。本次由四川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 《建设者之歌谣》，正是论城乡建设艺术的续篇。书中对

成都未来的城市规划、建设阐明了观点，提出了措施；在２００８年

“５·１２”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中，经过调查，提出了建议；在

建筑节能，推进成都生态城市、节约型城市、新型城镇化等方面，

积极思考，写出了一些好的文章，以供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

决策参考；特别是在提高成都历史文化底蕴，把建筑、生态与文

化有机结合，建设 “宜人成都”方面撰写了一些好的论文。同时

又结合本人到国外考察、学习、旅游的经历，将所到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城乡规划、建设、历史文化的保护等方面的经验以

图文并茂的图书形式介绍给大家，并结合成都实际，对成都的建

设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建设者之歌谣》是从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者及大专

院校相关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

张　静

２０１５年１月６日

注：张静，成都市土木建筑学会第八、九届理事长，成都市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

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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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旧城改造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之我见

成都市是１９８２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２４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迄今已有４５００年以上的文明史和２３００多年的建城史。成都建城

的正式标志是公元前３１１年张仪规划兴筑成都城。从那时起，成

都２３００多年城址不迁，城名未改，汉唐时期已发展成全国第一流

城市，时称 “扬一益二”“西蜀天府”。成都城市具有丰富的文化

内涵和较高的历史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把握好古城保护和历史

风貌是关系到成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必须继承历史，

但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需要把历史保护和发展结合起来。

一、成都旧城改造的沿革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成都市对旧城区的改造

新中国成立前夕，成都基本上是一个旧式内陆城市，市镇建

设和基础设施异常简陋。１９５１年，城建部门对市中区的皇城坝进

行改造，形成人民南路一段，其北半段为广场。１９５４年，在皇城

“煤山”原址上修建了市人民体育场。为配合成渝铁路通车的需

要，初建了人民北路、梁家巷路、驷马桥路。此外，城区还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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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打金街、盐市口至北门大桥、太平街至升平街等道路。 “一

五”期间，东、北郊工业新区按规划先后修建了建设路、府青路、

建设北路以及一、二环路的部分路段。市区则新建了人民中路，

贯通了整条人民路南北干道；拓建了人民东、西路；并扩建了太

升路、新华中路、顺城街等主、次干道。从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６年，

成都市还修建了原子能展览馆 （现四川省博物馆）、锦江宾馆、锦

江大礼堂、金牛坝招待所等一批大型公共建设项目，并建设了点

将台、洗面桥、肖家村等居民点。拓宽旧城内部分主要交通道，

如南、北、东、西大街。拆迁了锦江宾馆片区危房，建设了具有

特色的锦江大礼堂及锦江宾馆。确定了文殊院、宽窄巷子、大慈

寺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禁止在原皇城开发建设，这为后来形

成市中心的天府广场奠定了基础。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期间，成都

市对明城墙进行了拆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二）“文革”期间成都市对旧城区的改造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成都城市

建设受到很大冲击。市中心的古建筑群 “皇城”，即明代蜀王府城

门洞及清代贡院的明远楼、致公堂和巨型牌坊等皆被拆除，在其

原址上修建了毛泽东巨型雕像和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

在 “备战备荒”思想的影响下，把环绕 “皇城”的御河和风貌古

朴的金河排干，在河道原址上修建了地下人防工事，毁坏和切断

了成都的历史文脉。同时，对部分有价值的古建筑物拆毁和占用，

城市不少滨河绿地被占用建房，导致环境急剧恶化。

（三）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的旧城改造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旧城危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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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通过普查，成都市旧城相对集中的面积近４００万平方米。为

改善旧城面貌，成都市实施了集防洪、截污、绿化、道路交通、

居住、文化于一体的府南河综合改造工程，实现一年内１０多万居

民的大迁徙。经过５年建设，形成了系在蓉城颈上的绿色项链，

得到了联合国人居中心的表彰。人民南路广场初步形成。２０００年

以后，全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除旧危房近４００万平方

米，新建住宅小区５０多个。实施了畅通工程，旧城内东城根街、

羊西线、长顺街、玉双路、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春熙路、

红星路、琴台路等主街干道或重要地段得到了改造。近年来，还

开展了 “三治一植”，积极创建全国环境模范城市的工作。２００２

年以来，结合东郊工业结构调整，开展了沙河的综合整治。

二、成都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

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将成都列为我国首批２４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近年来，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被提上市政府重要的议事日程，成都

市把发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把保

护历史文化名城风貌与体现时代特色结合起来，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１９９９ 年，根据国务院对 《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年）》的批复中关于要 “加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力

度”的要求，重新制定了 《成都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

着眼整体，保护为主，实事求是，加强管理，合理利用。建立以

蜀文化为背景的成都历史文化保护和展现两个体系，积极协调并

处理好名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成都市现有世界文化遗产

１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２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３个，省级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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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名镇５个，全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１７处，四川省级历史文

物保护单位４９处，成都市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５５处，历史文化

保护区４处，历史文化风景区３处。成都市旧城保持 “大城、皇

城、少城”的三城相重的格局，城市内的历史文化内涵得到了发

掘。同时，成都市还正在规划建设水井坊、船棺、金沙遗址博物

馆；扩大武侯祠并形成建筑群，开展对周边的环境整治。

三、对成都旧城改造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建议

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是祖先留给后人包括我们子子孙孙

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被断送。我们必须担当

起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重任，处理好改造与保护的关系。

１．坚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现代化城市设计、城市建设相结合。

注意保护好历史街区及名城风貌和特色，通过城市景观设计，展现城

市历史特征、赋予城市新的历史文化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成都而

言，要充分利用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等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

大力发展旅游事业，进一步提升成都的历史文化名城形象。

在旧城改造中，继续做好旧城格局的保护，特别是成都 “三

城相重”、大城道路按北偏东１９°、少城街道按鱼骨状布局的特色。

２．重 “点”保护，全 “面”展示。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要

做到 “点”“面”相结合。“点”是指国家、省市确定的文物保护

单位。“面”是指古建筑周围环境，包括周围的建筑、设施、布局

等。“点”“面”结合就是说，不仅要保护建筑本身，还要同时保

护好建筑的整个周围环境、保护风貌的完整性。

３．大慈寺片区应围绕佛教文化，将其建设成以佛教文化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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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区；文殊院片区应围绕宗教禅、林、院、庵建成商住区；宽窄

巷子片区应建成以蜀文化为底蕴的住宅区。这３个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的改造，一定要按修编后的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突出特色。

４．建设锦江沿岸的文化风光带。对沿合江亭至二环路段进行

整治，如水井坊博物馆的建设，望江公园薛涛井周边整治，发掘

其历史文化内涵；整治临街立面，建设小游园及沿河绿带，开设

品茶饮酒的文化设施等。

５．在继续实施沙河两岸的房屋拆迁，加快在已形成沙河的八

大景区的基础上，按规划实施绿地规划及配套项目，以充分展示

成都市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客家文化、东郊工业的发展史、沙

河历史上曾为成都市的生命河等。

６．结合旧城改造，尽快建立水井坊、船棺、金沙遗址博物

馆，规划建设成都市博物馆等。

７．结合旧城改造，开展对城市风貌特色、旧城改造与城市历

史文化保护的研究，条件成熟的，可由市政府建立相应规章或市

人大批准立法。

８．健全机构，完善措施。在原成都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

会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专门机构，具体负责

名城保护日常工作。同时，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具体措

施，对名城保护的原则和内容要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和行政规章

加以确定。

９．开展相应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民在这方面的素质，既

支持旧城改造，又达到其更好的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目的。

———写于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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