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园城市”，与百年前英国学
者理论不谋而合

在100多年前的英国伦敦，学者埃比尼泽·霍华
德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概念。他认为，人们从
郊区迁往拥挤城市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原因，但也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乡村的停滞、落后，和城市过度的两极分化，过
度的资源浪费愈发脱离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这种代价，不仅抑制了乡村的发展，也抑制了城市
的发展。

对于“田园城市”，霍华德是这样简短定义的：“田
园城市是为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其
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被乡
村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托人为社区代管。”

100 多年前这位英国学者的理论，与 100 多年
后成都“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者们不
谋而合。

2007年 6月，成都被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底，成都市委、市政府确
立在新的发展形势和历史条件下，成都长远发展的
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是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这个构想和建设中的田园城市，“园在城中”，
“城在田中”，“城田相融”，充分体现“自然之美、社会
公正、城乡一体”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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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郑州看全国系列活动——成都站（上）

走进成都，是在盛夏里一个难
得的凉爽天气。

飞机降落在双流机场，乘坐汽
车一路驶往市区，空气湿润澄澈，
满眼都是葱茏的绿意。

高速公路两边的建筑，无论是
住宅小区还是商业大厦，都各具特
色，绝非千人一面的“火柴盒”。

抵达成都的第一时间，立即对
这座西南的门户城市心生好感。

传说中，它是一座温软闲适的
城，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而自 2009 年确立建设“世界
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和定位之
后，在城市和乡村建设方面，成都
更是独辟蹊径，探索出了一条与自
身特点无比契合的道路。

晚报记者 邢进 孙娟 文/图

清澈的锦江像玉带般穿城而过，偶尔有白色水
鸟轻盈地贴着水面滑翔，沿岸花木葱茏，掩映着一个
个茶馆酒吧。地铁一号线贯通南北，春熙路、骡马
市、红星路等繁华的现代商贸区与锦里、宽窄巷子、
文殊坊这样古色古香的典雅小街交相辉映。

这就是成都，古典与现代，幽静与繁华如此和谐
地共生。

31岁的斯蒂文就是这样，英籍华裔的他，被成
都的气质所折服，已经在这个宜居城市生活了两年。

两年成都生活的熏陶，斯蒂文已经成了半个成
都人，白天出入高级写字楼，晚上和女友吃汪满红油
的老灶火锅，在锦江边的小酒吧吹夜风，喝啤酒，周
末泡茶馆，或是去成都周边的古镇小住。斯蒂文笑
着用成都话说，这种生活“巴适得很”！在这里生活
得如鱼得水，斯蒂文没有离开的计划，他很享受也很
适应目前的生活。“我喜欢这个城市，这是完完全全
属于市民的城市，我也许会在这里定居。”

成都，果然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斯蒂文在成都的幸福生活，离不开
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基本
内涵。

成都市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规划建设处
副处长吴伟说，成都市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
市”的基本内涵有三个方面。

在功能定位上，不但是国家重要的中
心城市，而且是国际性的区域枢纽和中心
城市。

在城市形态和发展水平上，是超大
型，体现“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

体”思想的现代田园城市，要在成都经济
区构建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
乡形态。

在城市等级上，先努力建设成为国内一
线城市，继而进入世界三级城市，逐步进入世
界二级城市行列。

按照田园城市的规划和理念，成都划分了
四大总体功能区。

第一个是两带生态及旅游发展区，即龙
门山生态带和龙泉山生态带；第二个是优

化型发展区，即以现代农业为基础，现代
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调发展的区域；第
三个是扩展型发展区，以先进制造业为基
础，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农业协调发展的区
域；第四个是提升发展区，以现代服务业
为主导的发展区域。

此外，成都还确定了包含高新技术产业
区、金融总部商务区的天府新城等13个市级
战略功能区，以此来带动县级战略功能区的发
展，构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经济基础和产业
支撑。

城市是如此宜居，那么乡村呢？在距离
成都不远的都江堰市天马镇，有一个掩映在
碧绿竹林里的村庄。和传统概念中的村庄不
同，远远望去，犹如田野间的一个绿岛，是典
型的“川西林盘”。

这是天马镇的金陵人口文化新村，是
成都市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示范
村。漫步在这个将现代与传统交融于一
身的美丽村落，让人不由自主地心生羡
慕。川西林盘是成都平原特有的农村院
落居住形式，它通常是以姓氏（宗族）为聚
居单位，呈一种分散的分布方式，形式上

属于典型的自然村落。
“这个新村是村民统筹规划自建的，规划

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川西林盘风貌，完善了
各种硬件设施”。天马镇的镇领导说，2008
年成都进行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户土
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
房屋所有权实施登记颁证，使农村产权要素
资本化。

农民和城里人一样，拥有了固定资产，可
以贷款，可以流转。“金陵人口文化新村就是
这样建起来的，不少人家的房子在地震中损
毁了，政府就引导他们到新村居住，建房的资

金政府救助一点，城乡集体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项目补助一点，农民自筹一点，再信贷一
点，就建成了新村。”

村民王道成一家 6 口，国家救助了 2 万
元，挂钩项目补助了 7 万，老王又贷款 3 万
元，修起了 150平方米的新居。走进老王宽
敞明亮的新家，各种摆设和上下水、马桶等
硬件设施已经和城里人一模一样。老王对
新村生活非常满意，“村里有文化活动室，有
展览馆，有社区中心，村口就是产权交易中
心，办事很方便，跟城市社区已经没什么两
样了”。

金陵人口文化新村的模板，来自于成都
变“城市规划”为“城乡规划”的大手笔，来自
于设置“乡村规划师”的大气魄。

吴伟说，在规划方面，成都市编制完
善了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规划体系。顶层
设计“全域成都”规划，把城市和农村作为
一个整体，一举改变了“规划不下乡”的传
统，强力推进规划向乡镇和村社延伸，作
为示范点的金陵人口文化新村，就是统一
规划后的产物。

这样一来，单纯的城市规划变为了城乡
规划，在此基础上，成都构建了1个主要中心
城市、1个次级中心城市（天府新区）、14个中
等城市、34个小城市、约150个小城镇、4000~
6000个农村新型社区的市域城镇体系。

为了高标准高起点地做好村镇规划，成
都市设立了乡村规划师这个职务，这在全国
都没有先例。成都市的每个乡镇都配备一名
乡村规划师，从专业角度为乡镇政府旅行规
划职能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2010年，

成都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乡村规划师，给予优
厚的工作待遇和薪水，目前，第一批 50名乡
村规划师已经配备到位。

正在全力推进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
建设的成都，已经确定了 100 个统筹城乡
发展综合示范项目和 11 条世界现代田
园城市示范线，并于 2011 年确定郫县、
新津县、温江区、都江堰市 4 个区（市）县
为 世 界现代田园城市整县推进示范县
（区、市）。

魅力乡村，与城市社区别无二致

宜居成都，属于市民的城市

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一个完完全全属于市民的城市

成都：田园风情完美融入现代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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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下，成都市民悠闲地在河边打麻将。古树下，成都市民悠闲地在河边打麻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