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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瓷 砖 ，方 盒 子 ，走 到 哪 里 都 是 一 个

样。城镇成为简单排列和堆砌的聚居地，

“千城一面”现状的背后是陈旧的规划建设

理念，这也是我国现代城市建设中最饱受诟

病的地方。那么，湖北宜昌新区建设如何避

免这一弊病？宜昌新区的核心竞争力突出

表现在什么地方？《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

指出，“21 世纪的区域竞争，将以文化论输

赢。”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在于城市品牌建设，

而文化则是城市品牌的主要动力，只有文化

能为一座城市塑造最鲜明的个性。文以城

载，城因文胜。宜昌地域文化应融入到新区

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宜昌新区与地域文化融合发展

宜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主要包括巴

楚文化、山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名人文化、三

国文化、水电文化，特别是三峡大坝、屈原、三峡

这些重量级、世界级的文化资源。和国内许多

城市一样，宜昌在挖掘文化资源、保留历史记

忆、延续历史文脉上做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

一些成效。这为宜昌在新区规划建设中融入

地域文化元素、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促进文化

旅游业为主的服务业加速发展提供了坚实基

础。所以，我们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认

识新区和地域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融入地域文化有利于宜昌新区城

市特色更加明显

宜昌新区应该是“特色新区”。在每个地

方追求新区建设模式趋同的大和强时，更要重

视特色和个性。所以，笔者认为，科学地发展

新区，就宜昌而言，应该将宜昌新区的建设与

地域文化融合发展，以建设区域性特色新区，

打造个性化城市形象为目标更为合理。那么，

我们以什么为依托来支撑宜昌新区之特色？

宜昌要实现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现代化特大城

市的奋斗目标，突出城市独特的文化定位，将

宜昌地域文化作为集中体现城市个性、精髓和

历史脉络的载体，是不二之选。

（二）融入地域文化有利于宜昌新区人

文气息更加浓厚

宜昌新区应该是“人文新区”。地域文

化是一个地方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源泉，主导

着人们的思维，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生

活方式，鼓励人们热爱自己的家乡。若忽视

城市文化内涵和历史魅力，忽视城市生存品

质，将只见建筑不见城市。城市的主体是

人，终究是人生活在这座城市，城市不应是

钢筋水泥的聚集地，而是我们心灵的安放

地，是我们生存品质的精神家园。可以说，

在宜昌新区建设中强化地域文化这个核心

资源,让地域文化统领新区的进步与发展,不

断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才是

人文新区的正道。

（三）融入地域文化有利于宜昌新区文

化产业集聚发展

宜昌新区应该是“文化产业新区”。任

何中心城市本质上应该是文化的生产、聚散

中心和创新摇篮，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家或

地区综合竞争力和基础竞争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地域文化应是宜昌文化产业创

新力和辐射力的源泉。宜昌新区若不具备

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就谈不上长

远的、可持续的发展，谈不上城市吸引能力

和辐射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谈不上综合竞争

力的不断增强。

（四）融入地域文化有利于宜昌新区文

化旅游更富内涵

宜昌新区应该是“文化旅游新区”。打

造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的宜昌呼唤由“旅游城

市”到“城市旅游”的转变，让宜昌新区直接

成为文化旅游产品，新区规划中亦应与文化

旅游规划相融合，推进宜昌文化旅游业跨越

式发展。宜昌新区建设过程不能简单理解

为城镇建设或房地产开发，让游客流连忘返

的是与众不同的宜昌地域文化特色。

宜昌新区建设和地域文化融合发展面

临的挑战

亲山近水是宜昌两千多年来基本未变

的城池总体格局和优秀传统。但是，如果不

到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点，无论是走在市

区还是农村，无论是看建筑还是看道路，我们

的确很难将宜昌与国内其他宣告打造山水城

市和现代化相融合的大城市加以明显区分。

宜昌要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传承历史文

化并不矛盾，新区建设完全可以避免老城区

发展的缺憾和无奈。因此，我们考量的重点

是直面宜昌当前城市建设和地域文化融合

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找到新区建设和

地域文化融合发展战略的策略。

就目前情况看，宜昌城市建设和地域文

化融合发展未能突破的瓶颈：一是特色不

足。宜昌老城区古迹甚少，城市特色不足，城

市配套设施远不能体现宜昌文化特色；二是

品牌不精。现有文化品牌与世界文化旅游名

城的定位相距甚远，没有突出重点，人文精神

与文化产业特色解读还有待继续挖掘；三是

规划不整。宜昌新区规划与城市文化规划脱

节，欠全局观、融合性及整体性；四是宣传不

够。宜昌文化资源丰富，但感觉看不到，体验

不到，说明我们对于文化宣传、包装城市的意

识不足、力度不够；五是体制、机制不顺。新

区规划和地域文化两张皮，各自为阵，不利于

协调解决文化与城建融合发展问题。

宜昌新区建设和地域文化融合发展的

现实路径

随着宜昌新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何把

地方历史、民族文化和自然景观精髓贯穿于

新区建设各个环节及全过程，包括有形的形

象建造，无形的文化渗透、教化和引导。融

合发展需要寻求更多更好的切入点，使文化

与城建共荣共生。

（一）宜昌新区建设应导入城市 CI

城市 CI，即城市形象识别系统。将城市

CI理论导入宜昌新区建设，即从宜昌自然环境

特征、人文因素和经济因素中提取关键，对新

区各种景观构成要素进行统筹安排，打造差别

化、个性化的城市总体形象，在市民和游客中

达到先入为主的宜昌文化感官视觉享受。

1.公共空间、配套设施应植入宜昌文化符号

宜昌老城区一些本可以体现地方历史

文化和民族特征的公共空间、配套设施，如

公园、广场、雕塑、候车亭、电话亭等，很少被

充分利用，导致本土民族民间文化符号没有

得到提炼和体现。按照城市 CI 的要求，宜

昌新区在公共空间、配套设施建设中，应充

分利用宜昌名人资源、典故传说等地域文化

遗产，将宜昌新区内的建筑小品、城市设施、

绿化、亮化有意识地注入地域文化元素，进

行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统一管理，打造自然

和人文双重景观。

如在新建的求雨台公园内可将欧阳修

所写的求雨祭文建碑、立亭纪念，祭文所涉

及的张飞庙和汉景帝庙也可以考虑复建；市

民广场上，可展示包含青林寺谜语、宜昌丝

竹、南曲、兴山民歌等民俗文化内容，给予市

民、游客娱乐文化亲自体验的机会；在道路

绿化或小游园建设中，可以广泛采用宜昌特

有的树木花草，如栾树、鸽子花、月桂等；关

于城市色彩，与北京的灰色城市主色调、青

岛威海的红色主色调相比，宜昌的城市主色

调基本已确定，各新区色调还需进一步明

晰；道路、桥梁、公园、楼宇的名称也应尽量

避免使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称，应凸显宜

昌地域文化特色，如屈子大道、明妃大街、张

自忠路等。

根据宜昌新区规划，正加快推进博物

馆、科普文化中心等文化场馆建设，磨基山

公园、秀水江南景观工程等公园、绿地。今

后，可在相应的公共空间，适时启动建设桥

梁博物馆、水电博物馆、老宜昌民俗园、宜昌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等具有宜昌地域特

色的专业性文化场所。这不仅是文化建城

的需要，也是完善城市功能的需要。但在新

区立体重现古街、巷、院、铺的肌理和历史人

文景观体系，也不能一味强调“复古”或“仿

古”，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要加以创新，使隐性

的地域文化显性化，才能添增宜昌新区的生

命力与活力。

2.标志性建筑应重视城市景观雕塑

城市标志性建筑是城市识别系统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因 其 重 要 性，在 这 里 单 列 讨

论。提及上海，我们很容易想到东方明珠塔

和金茂大厦这两个著名的标志性建筑。高

层建筑之所以能成为上海的标志，与上海国

际化大都市形象、高速发展的经济密不可

分。对宜昌新区来说，如盲目跟风，以摩天

大楼为城市标志，显然不是宜昌形象的代

表；简单地在新区中复制宜昌文化特色景观

也不足以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对于宜昌这样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

城市来说，我们完全不需要以本身缺乏文化

底蕴的建筑形式来树立城市标志。可取的方

案是在标志性建筑建设中尤为应重视城市景

观雕塑的建设。譬如西安市的《丝绸之路》、

《唐仕女图》、《夜宴图》等，这些雕塑集中体现

了西安唐文化标识。那么宜昌的屈原、王昭

君、杨守敬、三峡大坝、长江风光等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宜昌文化元素应成为宜昌特有的地域

文化标识。这些矗立在宜昌新区的城市景观

雕塑不仅承载着我们对艺术及美学的追求，

而且容纳着宜昌的人文精神，是城市精神的

重要载体，是宜昌新区建设的传神之“眼”。

（二）宜昌新区建设应注重特色文化品

牌打造

宜昌新区应在建设之初就重视区域特

色文化品牌的打造。建议一方面对宜昌的

人文精神与产业特色进行挖掘解读，着力策

划打造区域文化自主品牌，不断完善如三峡

国际旅游节、中国长江钢琴艺术节等已有品

牌，更需要大导演，大制作，有专业的、一流

的团队来打造。另一方面，还可积极引入一

些世界性的文化品牌节会活动到宜昌新区

来举办，例如在世界各地巡回举办的知名娱

乐品牌音乐节、在国际艺术界享有盛誉的

“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呼应展等，通过品牌

文化活动的汇聚采取倒逼机制，建立一批重

点文化品牌项目，以节庆品牌为载体整体推

动宜昌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三）宜昌新区建设应加强城建队伍人

文素养

宜昌新区建设与地域文化融合发展需

要城建专家向文化学者、市民、文化书籍取

经，需要建立一个城建专家与文化学者、市

民相互切磋、广开言路、从善如流的交流平

台和长效机制，需要努力建立城市建设文化

咨询机制。宜昌新区要建成现代化、产城共

荣、城乡统筹的生态城市，需要引进先进的

理念、技术和做法，包括先进的“脑袋”，但我

们不应忽视那些最为了解本土文化和市情

地情的宜昌文化学者和市民。正是从这点

出发，要给宜昌的城建专家、文化学者、市民

留出一席之地。

宜昌各类文化丛书，如《宜昌文化丛书》、

《东湖县志》、《图说宜昌两千年》等，可作为宜

昌新区建设决策者和工作者的必修书，放置

案头，时常翻阅。这些史志类书籍对两千年

来的宜昌历史文化作了全景式的扫描，从不

同角度对宜昌市的文化作了提炼、浓缩、凝

集。笔者认为,建设者只有了解、熟悉了宜昌

地域文化，才能将其自觉、悄然地融入到城市

建设作品当中。

（四）宜昌新区建设应完善规划，整合资

源，理顺体制

用融合发展的理念来高水平、高起点不

断完善宜昌新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文化

规划、道路交通规划、特色村镇规划等有机衔

接。新区的宾馆酒店、广场、公园、奥体中心、

博物馆、文化中心等都是服务旅游业的亮

点。宜昌要跨越式发展文化旅游业，就必须

在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上整合资源、整

体规划。比如，吃，要有宜昌特色美食一条

街；住，要有大中型巴楚风情酒店；购，要有宜

昌特产购物街；玩，要有多种民族风情娱乐设

施。要在宜昌新区的中央商务中心（滨江区、

艾家区）、火车东站商贸中心、平湖半岛旅游

服务中心、中央行政区、文化产业园区、科普

文化中心、交通物流园区打造精品景区，建设

特色街区。宜昌新区推进办应成立一个部

门，专门负责协调解决宜昌新区建设和地域

文化融合发展、文化旅游业发展等重大问题。

城市建设决策者和工作者只要常怀文

化传承与创造之心，勇于探索和实践。那

么，宜昌必将以其文化竞争力优势在日趋激

烈的区域竞争和国际化竞争中赢得更大先

机。宜昌新区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

一步到位，需要我们不断加以完善，根据宜

昌地域特点、历史传统、资源条件和宜昌新

区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并加强自然环境和历

史文化保护，从而构建出文化经济时代宜昌

新区经济发展的全新模式，努力打造“文化

—经济—城市”联动发展新格局。

作者单位：湖北宜昌市委党史（地方志）

办公室

眼下，又到湖北潜江收获“潜半夏”的季

节。近日，记者来到湖北潜江市渔洋镇谢小

村一组，参观了潜江市元泽农业发展公司潜

半夏种植试验基地。

半 夏 是 我 国 中 药 宝 库 中 的 一 种 重 要

药材，产地只限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潜

江 人 杰 地 灵，物 华 天 宝，是 我 国 旱 半 夏 的

主要产区，《辞海》在“潜江”这一词条内有

“盛产半夏等中药材”的解释，由半夏入药

的成品药多达百余种，潜江产的半夏享有

“潜半夏”之美誉。

据了解，半夏已有 1000 多年的应用历

史，有燥湿化痰，和胃止呕，降逆止吐，消痞

散结之功效，对腺体分泌和胰蛋白酶均有

抑制作用，以半夏为原料生产的半夏糖浆、

冲 剂、丸 剂、片 剂 等 新 品 种 新 剂 型 不 断 增

加；半夏制品有抗癌功效，有些国家已用潜

半夏的提取物生产药品救心丹。

“目前，试验基地占地 20 亩，有 4 个片区，

每个片区分成若干垄，垄前插有标签，每垄都

做不同的标准试验。我们每天要下地巡查一

次，对病虫害做到可控可防。半夏发病率高，

一旦产生病虫，会迅速传播蔓延，三五天功夫

就会毁掉整块田。”元泽公司董事长袁海军如

是说。

“在雨水季节，要防止半夏烂根、烂茎、

倒苗死亡。半夏很‘娇贵’，怕阴怕晒怕干又

怕水，很不好伺候。”

阻 碍“ 潜 半 夏 ”发 展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病

害和采收成本高两大难题，现在这两大难

题均已被元泽公司攻克，对病虫害进行有

效防控，袁海军成竹在胸，因为他对“潜半

夏”人工种植、病、虫害防控等技术已经比

较了解。

袁海军对打造“潜半夏”中药材品牌非

常乐观。“潜半夏”历史悠久，品质优良，堪称

半夏极品，别的地方用“潜半夏”种子种植出

来的半夏，品质大打折扣。通过对比，外地半

夏琥珀酸含量只有潜江的一半，“潜半夏”药

效成分比周边的半夏要高 23%以上，比国内

其它地方要高 50%至 70%。“潜半夏”品质过

硬，原料供不应求，市场行情看好。

2011 年，由华中农业大学药用植物研究

所、潜江半夏协会、潜江市半夏研究所、潜江

市元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建立的“潜半

夏”种植试验基地，规划占地 200 亩，围绕

“潜半夏”优良种子资源的选用以及规范化

种植技术进行研究，建立“潜半夏”选育及规

范化种植标准，力争 2015 年通过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材种植质量管理规范

（GAP）认证。

2011 年，“潜半夏”地理标志商标顺利通

过国家工商总局审批，成为该市第一个地理

标志商标。目前，该公司制定出适合“潜半

夏”的品质标准，为保证“潜半夏”品质、进行

市场推广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市场运行体系。

下一步，他们将把种植试验基地由现

在 的 20 亩 扩 展 到 200 亩，最 终 达 到 500 亩

标 准 化 公 司 科 研 示 范 基 地 。 在 种 植 技 术

成 熟 的 基 础 上 ，扩 大 到 杨 市 、渔 洋 、竹 根

滩、王场、高石碑等适合种植半夏的乡镇，

成立专业生产合作社，采取“ 公司+基地+

协会+农户”的运作模式，公司向农户提供

良 种 和 技 术 指 导，统 购 包 销，与 现 有 的 制

药 公 司 联 合 对 半 夏 原 材 料 进 行 深 加 工 提

高附加值。

据袁海军介绍，2012 年，试验基地的“潜

半夏”单季亩产量达到 500 公斤，平均每亩

利润可达 3000 元至 4000 元。他想用 3 至 5

年时间，带领潜江有区域优势的农民将种植

规模扩大到 15000 亩，早日把“潜半夏”打造

成潜江的又一特色农业产品。

谈到“潜半夏”的明天，袁海军信心百

倍，立足潜江，称雄湖北，辐射全国，走向亚

洲。元泽正借力于“潜半夏”的优秀品质，不

断提升潜半夏品牌知名度，扩大潜半夏种植

规模，实现强强合作，努力推动产、学、研有

机结合，打造潜半夏的产业优势链，让“潜半

夏”成为继“潜江裁缝”、“潜江小龙虾”特色

农业后的又一冲金品牌。

不断打造现代农业区域品牌

潜江中药材“潜半夏”受国际市场青睐

■ 本报记者 夏吉明 张友君

文化融合文化融合：：城市建设的灵魂城市建设的灵魂
———湖北宜昌市新区建设之我见—湖北宜昌市新区建设之我见

■ 杨 婧

第四届湖北潜江龙虾节招商会上第四届湖北潜江龙虾节招商会上，，董事长袁海军董事长袁海军（（右右））签约新项目签约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