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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淮安南北分界线标志遭冷遇
一个坐落在古黄河之上的球体，分为南北两半球，球体由南往

北按冷暖色调过渡，河道桥梁从球体中心穿过，桥面也由此分为红
蓝两色，寓意地球上的南北气候特征。这就是江苏淮安建设的“中
国南北地理分界标志”。尽管在开建后就引来一片质疑，但这个

“球形物体”依然在今年五一期间建成开放，还将持续建设几年。
与淮安官方的热情不同，虽然是免费开放，但几个月来，几乎没有
游客光临。当地推动者表示，“对网上反应有点始料不及”。网友
在质疑和不屑的同时，也为一度提出开建分界标志的河南信阳感
到惋惜。对此，信阳方面表示，淮安的做法没有对信阳造成任何影
响，不会和淮安争夺分界标志。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南北地理分界标志是什么？我没有
听说过啊，具体位置在哪？”

“淮安市区有个南北地理分界标志？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 ……
“你说的是古黄河上那个圆球吧？不

过，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南北地理分界标
志。”出租车司机王进说。

8月12日午后，淮安市区气温颇高，健
康东路上车来车往，直到记者碰到第五位
出租车司机王进才隐约知道“南北地理分
界标志”的位置，确切地说，他只是知道那
个“圆球”。

“中国南北地理分界标志”位于淮安市
淮海北路东侧的古黄河上，准确地说，它实
际上是个主题公园。这个公园的核心自然
是“球形”标志物。

古黄河河面约10米宽，两岸是青翠的
草地和高大的法桐。岸边，有人在钓鱼，树
荫下，老者或在打牌，或在乘凉，草地上坐
着一对青年男女相互依偎，有说有笑。

巨大的球形物体位于河道中央的桥体
之上，球体分为南北两半球，球体由南往北
按冷暖色调过渡，由暖到冷7种颜色，越靠
近南端色彩越暖，越靠近北端色彩越冷，桥
面也由此分为红蓝两色，球体两侧的桥面
栈道和栏杆也同样如此，寓意地球上的南
北气候特征。

桥上球体为彩色钢化玻璃安装，12个
旧桥墩、钢梁、木栈道、钢制扶手并不豪华，
整个桥宽也仅2米左右。

球体中心位置的桥面上，是一副由钢
化玻璃制作成的中国地图，地图上只标明
了淮安所处的位置，并没有详细的经度和
纬度。不锈钢栅栏把地图围了起来，其中
一根栅栏的根部已经断裂。

桥面下方的球体内有很多饮料瓶、烟
头和烟盒。几个少年在球体中心桥面上玩
耍，偶尔有居民通过，到河对岸去。

“河水再干净点就好了。”在北岸乘凉
的宋老先生看着略显浑浊的河水说。

宋老先生告诉记者，当地人把眼前的
这座桥叫红桥，是一座人行桥。木质结构
的桥面年久失修，“记不清哪一年坍塌
了。”老桥墩还在，去年，在老桥改造的基础
上建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说红桥，知道的
人多，说南北地理分界标志，知道的人恐怕
很少。”宋老先生说。

“中国南北地理分界标志”作为淮安市
2008年的市政重点项目之一，由淮安市建设
局、市政公用局负责建设。

至今，在淮安市市政公用局网站首页的显
著位置依然保留着有关分界标志的介绍。文
中透露，将建设一个中国南北地理分界标志
园，其中，“球形”主题雕塑是标志园内的一项
重点工程。

整个标志园由主题纪念性广场、城市旅游
接待地、大众休闲区、文化教育基地四部分组
成。以河道为界，南北两个广场也分别命名为
淮河广场和黄河广场，种植南北方不同的乔、灌
木植物，并修建不同风格的建筑，希望能给参观
者留下身临南北分界点的直观感觉。附近还将
设立展示馆，陈列与南北方有关的天文、地理气
候、民俗等有关材料。整个标志园将于今后几
年按计划分期完成。

建设目的，除打造淮安新的城市名片、提高
淮安知名度外，还方便人们休憩。在淮安当地
媒体的报道中，多次提到“便民桥”一词。

“南北分界标志工程得到了全市各界的支
持。”8月 13日上午，淮安市规划局用地规划处
处长朱春阳表示，工程方案公示后，社会各界人
士积极响应，献计献策，最终的方案是在充分吸
取意见的基础上出台的。

与淮安官方统一口径的“便民桥”相反，附
近居民却多有抱怨。

“所谓的便民桥，其实一点都不方便。”住在
河南岸的张先生说，桥宽只有2米左右，只能并
行通过两个人，所谓的凭栏观风景，基本上不太
可能实现，两边通行，还很容易造成挤压，甚至
发生事故。

“要是真做便民桥，完全可以在桥墩最上面
铺设宽桥板，那样实用性更大。”张先生说，“它

的标志意义还是大于它的实用价值，可是，这个
标志意义也是自欺欺人，你说标志就标志了？
有没有人承认你的标志意义才是关键。”

住在河北岸的白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天会
到这个广场散步，“尽管是免费，但五一开放至
今，还没有见到什么外地游客。”

8月 12日到 15日，记者多次到这个“中国
南北地理分界标志园”走访，没有见到外地游
客，到广场活动的都是附近居民。

无论是引发争议的南北分界标志，还是淮
安官方强调的便民工程，一个城市中多一些这
样的游园，对当地市民来说，都不应该是坏事。

“名称不重要，叫它什么都行，我们说它是
南北分界标志，外地人如果不认可，那它就只是
一个名字而已，关键是这样的游园的确能让老
百姓受益，城市中多一些绿地、景点总归是好
的。”住在北岸的何永强说。

当地居民“还没见到什么外地游客”

淮安建设南北地理分界线标志的消息传出
后引起了广泛质疑，“劳民伤财”、“形象工程”等
评价在网上层出不穷，淮安官方开始对此保持
缄默。

据了解，2008年 10月之后，该工程一度停
工2个月，后又悄然复工，直至建成官方均刻意
保持低调。

对此，工程建设负责人之一、淮安市市政公
用局总工程师卢炳灿告诉记者：“我们只是想结
合城市特点，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雕塑
标志，并无独占之意，位于南北分界线上的城市
均可再建。”

在他看来，淮安城市雕塑标志只是恰巧与
首座南北地理分界线标志重合而已，其他的与
别的城市的标志雕塑并无区别。

“我们的建设没有占用一分土地，没有任何
拆迁。”朱春阳说，淮安当地市民对此事看的都

很淡，而恰恰是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有点过激，
他也不相信所谓的网络调查的“九成网友反对”
多有权威性，“网络调查的选项设置就有问题，
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

针对网友“劳民伤财”的质疑，卢炳灿告诉
记者，桥梁和标志物加在一起造价才 400多万
元，对于一座现代桥梁来说“花钱并不多”。河
两岸都是成熟的居民小区，桥修好后，两岸居民
多了一条交通线，方便居民往来。

“我们当初就只是想建一个便民桥，我只负
责从工程技术的角度提供参考。至于赋予它的
其他意义，那是文史专家的事。”卢炳灿说。

60岁的荀德麟是淮安文化名人和史学专
家，也是建设南北分界标志的积极倡议者。虽
然他以淮安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出现在
媒体面前，但实际影响力要强大很多，他同时还
是淮安市政协副主席、民盟淮安市委主委，淮安

各种重大事件理论铺垫的幕后主笔。
荀德麟告诉记者，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开

始，就不断有当地文化界人士提出建设南北分
界标志。2004年，以他为首的一批文史和规划
专家正式向政府提出建议，2005年政府采纳，
2006年左右开始论证和规划，期间多次反复，
2008年5月开工建设。

“淮安建这个东西，不是领导头脑发热的政
府行为，只是顺应民间、文史专家的意愿和建议
而已。网上的批评有点狭隘和偏激。”荀德麟
说。

记者在淮安采访“南北分界标志”的发起
人、规划人员、建设人员时发现，多数人对网友
几乎一边倒的质疑感到“始料未及”“超乎想
象”。

对于目前无人问津的现状，荀德麟表示，
“还需要时间”。

工程建设负责人“我们只是想结合城市特点，建一个城市雕塑标志，并无独占之意”

作为中国南北的自然分界线，“秦岭—淮
河”横跨了陕西、河南、安徽、江苏 4省，穿越长
江、淮河两大流域，沿线很多城市都体现了南北
过渡的风格。

就在淮安提出建设南北地理分界标志之
时，安徽蚌埠和河南信阳都曾表示，他们更有资
格成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标志城市。

时至今日，淮安和蚌埠的“中国南北地理分
界标志”都已建成，信阳方面却未有任何动静。
网友在质疑和不屑的同时，也为信阳感到惋惜。

对此，信阳市旅游局办公室主任晋振方坦

言，早在2006年，信阳在规划建设羊山新区时，
也曾想过在新区建一个可以显示南北交会处的
主题广场，只是最后没有付诸行动，而淮安把这
件事做了。

“淮安同样处于秦岭—淮河分界线这条链
上，建这样的标志肯定会对信阳最明显标志地
的地位产生冲击。”对淮安率先建设南北地理分
界线标志园，信阳师院城市与环境科学系教授
余国忠感到遗憾，人人都有抢先的心理，淮安先
入为主，无疑会为淮安今后的旅游抢得先机。

“到目前为止，淮安的做法并没有对信阳造

成任何影响，我相信，以后也不会。”晋振方说，
如果信阳模仿淮安，也建一个所谓的标志，那将
是“更大的败笔”。

晋振方认为，淮安的做法是现在全国各地
开发旅游市场的一个普遍做法，是为旅游造势，
提高城市知名度，这种创意还是不错的。“信阳
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南北分界标志只是一个
点，不能代表全面的信阳。”

信阳市旅游局局长麻根柱也表示，信阳将
致力于打造全方位的旅游产业，做出信阳的特
色，不会与淮安争夺所谓的标志。

信阳市旅游局 如果信阳模仿淮安，也建一个所谓的标志，那将是“更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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