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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计方案旨在生成一种既舒适又
美观的功能和理性的架构。设计中的空
间突出建筑类型的基本特征，空间宽敞、
直观，设计时特别注重光线、体积和材

料。该方案的总体设计显示了一个流动
的绿色基地，让人联想到草原丘陵。其余
7个盒子建筑的顶部由磨砂白色玻璃制
成，具有干净和纯净的外观。各个建筑被

包裹在不透明的白色混凝土结构中，屋盖
体系贯穿各个场馆，不同的文化和活动空
间被联系起来。

夜晚，所有场馆被点亮，在磨砂玻璃
的映衬下，柔和温暖的光线在整个外立
面上均匀分布，使整个建筑耀眼夺目。
模块化外观还可以通过物理或电动机制
允许改变其音调，在特殊场合用彩色图
案或信息照亮它。此外，包裹着玻璃盒
的外部不透明结构上还刻有郑州出土的
著名艺术家文字摘录，体现郑州的本土
文化，又与整个文化建筑不谋而合。这
样，白天，当主要的文化活动集中在建筑
物内部时，阳光将通过这些立面文字进
入建筑物，并产生一个有趣的光影场景
和这些文学作品的形状。当夜幕降临，
当内部活动停止时，汉字又将光线投射
到外面的环境中。

大部分的地面和可进入户外空间以
绿色空间为主，覆盖有大面积的绿色植
被。整个设计使用绿色新技术以达到绿
色节能、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中牟县文化艺术中心设计方案公示
投资逾8亿 创造城市文化空间 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为完善中牟县文化艺术设
施，提升城市品位，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需求，充分体现“方
便、温馨、开放、现代”的城市形
态和文化格调，县委、县政府决
定实施中牟县文化艺术中心建
设项目。项目规划占地 100
亩，总投资逾 8亿元，建设内容
包含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
演艺剧院、青少年活动中心、
广播电视中心六大版块。项
目选址在文博路北、万胜路
南、新圃街东，毗邻正在建设
占地 1000亩的潘安湖湿地公
园，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生态环境优美。

按照建设程序，共有中国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建筑
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西南设
计研究院责任有限公司、哈尔
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5
家国内顶级场馆设计单位提交
了设计方案，经县委、县政府多
次召开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
征求意见会，最终选出了 3套
较为符合中牟县情和文化事业
发展形势的设计方案。

由于该项目为中牟县的重
点工程、民心工程和地标性建
筑，为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
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县委、县政
府决定将 3个设计方案进行公
示，沙盘模型于 9月 10日陈列
在四牟园规划展览馆，热烈欢
迎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观摩
和投票，得票最多的方案将作
为县委、县政府确定设计方案
的主要依据。
中牟时报 马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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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划布局上，整体方案一气呵成，浑
然大气，整合复杂功能、顺应城市肌理、提升
空间活力，极具时代前瞻性。以青少年活动
中心为伊始，通过弧形公共联系空间依次将
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和广电大厦串联为
一体，象征“长卷”的意象，共同围合烘托出
极具标志性的演艺剧场——“明眸”。

在建筑设计中，建筑外观犹如书页和
文字，似文化长卷铺展开来，让人行走其
间犹如漫游于时光长河之中，品味着中牟
璀璨的文化底蕴。在体验上，自由流动的
空间将各建筑单体串联为一体，塑造了一
个建筑、环境、活动立体交叠、互动交融的
“百姓乐园”。

在规划布局上，整体方案一气呵成，
浑然大气，以青年中心为伊始，依次将文
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广电中心串联为一
体，共同围合烘托了演艺剧场，并将人们
引入开放性的滨水文化广场，形成一条完

整的中牟文化走廊。
本方案空间组织简单明了。基地的中

心为中牟剧院，剧院形式与其他建筑既相
互统一又有其独特性与地标性。北侧的青
年中心自成一体，南侧的4个文化机构：博

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广电中心在底层互
相联系，在上层各自独立。首层形成多个
临时展厅，以极大的适应性面对多种展览
形式，使得多种公共设施得以资源共享。
同时底层相连的底座在二层形成屋顶花
园与市民舞台，为举办多种公共活动提供
场所与可能性。

设置多个标高平台和广场，结合不
同空间的使用功能，形成丰富立体的
人行通道与广场体系。北侧与南侧的
下沉广场在地下串联了南北两个地
块，并形成贯穿南北地块的地下商业
街，为文化中心和周边提供休闲零售
业态，保证文化中心在各个时段均保
持活力。沿河的商业布置与河岸紧密
相邻，室内外的公共空间互相联通呼
应，形成完成的空间体系。同时，在临
河部分设计滨水休闲广场与河面漂浮
舞台，可以举办大型文艺活动，是观赏
河景和公共活动的绝佳场所。

方案一 完整的“文化走廊”

方案二 立体的“百姓乐园”

方案三 流动的“绿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