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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段时间，郑州市城乡规
划局召开新闻通气会表示，文创
园城市设计拟采用历史意象保护
的概念，除了保留已认定的 7栋
近现代优秀建筑史迹外，经多方
努力协调，还将额外保留其他 12
栋具有历史意象价值建筑，以及
景观绿带、古树、工业制造机具及
烟囱等工业遗存意象，并将其整
合后形成整体历史意象氛围。

“通过保护必须保留的，大力
修复可以保留的，全面整理改造
具有标志意义的，拆除影响风貌
且没有历史价值的综合性处理办
法，未来与新建建筑穿插融合，淋

漓尽致展现新旧冲突的魅力。”该
局一负责人说。

二砂文创园的空间布局主要
依据核心发展的数字文化、创意
设计和工艺美术等产业，并辅之
以公共服务相关配套来进行规
划。采取“一带一路一体两翼”的
规划结构，依托厂区原有的建筑
与景观风貌，打造贯穿东西的产
业发展带（一带）和城市记忆之路
（一路）两条主线；以中央大包豪
斯为主体打造集研发、设计、展
示、销售于一体的“创意设计”产
业中心和创新型产业服务平台
（一体）；东部围绕文旅服务研发

产业，打造“河南记忆”文化消费
产品研发基地和文化技艺体验与
传承中心（东翼）；西部则依托总
部基地、加速平台等功能配套，打
造助推“数字文化产业”和创意企
业成长壮大的产业发展翼（西
翼）。

在产业打造上，二砂文创园
未来将创意、科技、时尚、艺术、生
活，乃至城市记忆在这一片区内
集约式融合发展，重点打造数字
文化、创意设计和工艺美术等几
大产业。致力于将二砂文创园打
造成为以生产型文化创意为核心
的产业创新基地。

二砂文化创意园：遗产保护和现代建筑“新旧共生”

留住“二砂记忆”，郑州这样规划

9月25日，
《郑州二砂文化
创意园控制性详
细规划》开始进
行批前公示。记
者从规划方案上
了解到，二砂文
化创意园以后将
形成遗产保护和
现代建筑“新旧
共生”的局面，规
划区内不但可以
看到原汁原味的
老厂区，还能体
验“城市记忆之
路”，感受产业发
展与工业遗产保
护的共融共生。
记者 王军方

此次规划用地的性质包括二
类居住用地、中小学用地、商业用
地、商务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城
市道路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公
园绿地。

规划范围内设置的公共服务
设施主要有：小学 1所、幼儿园 1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处、文化
活动中心 1处、社区体育活动场
地 4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4处、

社区综合服务用房1处、菜市场1
处、社区便民店4处、开闭所7处、
变电室13处、二次供水加压泵站
4处、热交换站 7处、通信综合接
入机房4处、垃圾收集点13处、垃
圾转运接驳点 4处、公共厕所 2
处、非机动车停车场 13处、机动
车停车场(库)12处、社会停车场3
处（1处地上2处地下）。

规划图上，标明了党组织工作

用房、公园绿地、一类工业用地、物
业管理等的位置，还对二砂旧址保
护范围进行了界定。

记者从规划上看到，原来
建筑保留下来的地块和新增建
筑地块，都将配建机动车停车
位，还将配建一定比例的充电
车位。同时，这次还规划了地
下社会停车泊位，并设置独立
出入口。

设置25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

作为新中国“一五”期间兴建
的重点工业项目之一，二砂建设
总投资1.5亿元（几乎相当于郑州
5个国棉厂的投资总和），是新中
国工业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
者。园区总占地面积 845亩，项
目包括大体量的工业遗存和绿色
植被。园区内7栋保留完好的工
业建筑在 2015年被河南省政府
批准为近现代优秀史迹，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弧形锯齿式屋顶的包

豪斯风格建筑——陶瓷砂轮制造
车间，单层建筑面积 7.5万平方
米，在国内极其罕见。

二砂文创园的城市设计范围
由原来的二砂厂区进行了扩展。

规划显示，规划用地位于
郑州市中心城区西南部，行政
区划隶属于郑州市中原区。研
究范围为中原路、华山路、颍河
西路、西三环围合区域，面积
106.4公顷，其中规划用地面积

61.07公顷。
此次规划扩展后，包括了三

磨所华山路西侧地块及万达广场
周边的地铁站及公交枢纽。规划
方案对原有工业遗存进行了保
护，并塑造新旧共生的业态。同
时，结合中原路北侧郑煤机文化
产业园区，在郑州西部地区构建
起一个历史遗存更加丰富、产业
覆盖面更广的综合性文化片区和
特色活力区。

形成综合性特色文化片区

老厂区和新文化共融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