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登封城中心，看出这座城的
古老和厚重；走到登封东城区，看出
这座城的现代风范；走到登封城西
区，宽敞的马路，正在规划建设的特
色小镇，看出这座城未来的经济发展
不可估量。

城乡建设规划先行，这几年登封
高起点、高标准编制了《登封市世界历
史文化旅游名城概念性总体规划》、

《登封市城乡总体规划》、《登封市市域
村镇体系规划》、《登封市“三化”协调
发展空间布局规划》、《郑州市家居产
业园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登封市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以及
城市控规等一大批规划项目，初步建
立了从总规到控规，从城市到乡镇，从
专项到单体等较为完备的城乡规划体

系。规划构建了“一心（登封中心城
区，为市域发展核心区）四轴（省道323
和郑少洛高速城镇发展轴，国道207成
长发展次轴和登封-告成-白沙湖旅游
发展轴），四区（综合发展区、新型产业
区、农业实验区、生态保育及风景游赏
区）五重点（卢店、告成、大金店、颍阳
和大冶五个镇为重点，辐射带动市域
其他乡镇发展）”城镇空间结构，为城
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依据。

看到了吧！登封这五年，城乡规
划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登封城区
逐渐在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由原
规划的26.3平方公里扩展至35平方公
里。如今，东西城区城市道路网基本
形成，建筑风貌也是别具一格，城市建
设品位进一步提升。

景城一体绘画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
一座城一个故事，一座城一个特色，城里的故事需要特色去彰显，城里的特
色需要规划引领发挥效应。登封这五年，踏着规划的轨迹前进，绘画世界历
史文化旅游名城，做到城即景，景亦城，显露登封的特色和城市魅力。
记者 袁建龙 登封播报 刘俊苗 刘少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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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十二五 展望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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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登封围绕增强区域经济发
展活力，充分挖掘利用登封得天独厚的
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建设世界历史文化
旅游名城为目标。着力把登封建设成为
中原经济区的文化旅游对外窗口、郑州
都市区的休闲度假养生中心。

登封文化旅游发展体系，包括历史
遗址、遗迹展示利用体系和文碑博物展
示体系、文化养身体系、康体建设体系、
特色会馆体系。形成嵩山文化体验线
路、三教文化研修线路、少室登山健身线
路、文化遗产体验线路、道教休闲养生线

路、封禅文化演绎线路等 6 条一日游线
路和文化遗产体验线路、天中文化寻根
线路、地质景观体验线路等 3 条二日游
线路。

通过登封优异的文化遗产和自然山
水旅游资源，立足旅游城市定位，以世界
地质奇观和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吸引，
以城市旅游服务职能完善为依托，以国
际旅游市场开拓为重点突破，以世界品
牌建设为发展目标，将登封建设成为具
有国际品质、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世
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

登封文物古迹众多，为传承和延续
历史文脉，建设独具文化特色、山城特点
的美丽登封，该市以建设世界历史文化
旅游名城为城市发展目标。

登封城市总体空间结构为“一轴（沿
少林大道城市横向发展轴）串三区（北部
嵩山风景旅游片区、中部城镇风貌片区、
南部生态体验片区），两带（嵩山风景区-
中岳庙-观星台形成两条交叉的旅游发
展带）拓旅游”景城一体的总体空间结
构。强化“天地之中、山水画廊”城市意
向，塑造“显山、曲水、映城、漫游”的特色
城市空间。

如何呈现登封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

特色，要具备现代都市的时尚风貌气息，
符合旅游城市形象风貌特征。分为历史
建筑风貌区、历史建筑协调风貌区、现代
都市风貌区、都市产业风貌区等四个风貌
分区。承接国际旅游服务中心这一核心
功能的重要空间载体，汇集行政、文化、历
史遗迹展示、金融、商业、居住等城市功
能，建设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彰显登
封、郑州乃至中原地区自然风光和历史
文化特色风貌最重要的窗口平台城市。

登封是以嵩山为背景的城市，所以
要构建和谐的景城视觉关系，维护城市
肌理，创造宜人尺度空间为原则，控制建
筑高度，突出山城的特色。

规划登封大格局，统筹城乡一体发展

一座城，若想为外来游客留下深
刻的印象，则需根据自身的特性，规划
出自己的特色，才能留住别人的眼
光。但是要想规划出与众不同的城市
框架，必须解放自身思想，放宽脑子开
拓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子。

登封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古建筑
文化，近年来，登封结合城市发展现
实，围绕建设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
坚持“不开山、不挖矿、不毁绿”建设原
则，遵循“全域旅游、山城和谐（山体与
城市）、景城一体（景区与城区）、产城
融合（园区与城区）、三态合一（生态、
业态、形态）”的规划建设思路，引导城
乡建设协调发展、和谐发展，着力建设
具有文化特色、建筑特色的美丽登封。

城市特色要从一而终，故坚持百
年规划、百年建筑理念，突出文化特
色，按照控规规定，重点把控好建设

项目方案审查。在风貌特色上以体
现佛、儒、道文化为重点，在中原传统
建筑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中而新”的
建筑风格，所有建筑建造坡屋顶。同
时，跳出单体建筑自身，放宽视野，实
现建筑风貌特色与周边建筑、环境相
一致、相协调，提高城市整体形象和
品位。

近五年来，登封共发放建设项目
选址意见书36份；核发《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174份；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130 份，审批面积 321 万余平方
米；核发《乡村规划许可证》10份，审批
面积审批面积约45万平方米。形成了
一批如阳城医院、嵩阳新型中心社区、
国际商贸城等具有登封文化特色，山
城特点的建筑群。

未来，登封城的专属文化特色和
建筑将一一显现。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城市特色显现

登封天河文化休闲广场

统筹全域发展，突出山城特色

“十三五”期间，是登封市世界历史
文化旅游名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决
胜期。为此将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本土优势，进一步修编完善各类规划，构
建以城市总规为基础、以控制性详细规
划为主体、以修建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
划为保证、以重点片区和重大项目规划
为补充的城乡规划体系。

在规划建设上，进一步创新思维，加

强城市宏观控制，实施精细管理，加强微
积雨利用，开展地形管线普查，推动海绵
城市建设，加大“数字河南”研究，积极推
进智慧城市建设。

最终通过高起点、高规划、高标准的
规划建设，逐步将登封建设成为自然环
境优美，人文环境和谐，景城关系融洽，
信息获取快捷，旅游产业发达的世界历
史文化旅游名城。

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的标准是什
么？登封立足自身实际，提出“六大体
系”建设。

构建“中”文化建设体系。把“中”文
化作为登封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的文
化统领，在登封东入市口悬挂“中”文化
宣传标牌，新建道路路灯设置体现“中”
文化符号，扩大“天地之中”的影响力；构
建国际化服务体系。以国际惯例为标
准，制定信息服务、交通服务、游览服务
等服务规范，构建完备的旅游要素服务
体系，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构建新型城
镇体系。坚持“建设不折腾、产业可持

续、群众要受益”的要求，积极推进“三
化”协调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按照
产业布局规划，积极推进产业发展，夯实
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的经济基础；构建
生态文明体系。依托国、省道及高速道路
建设了758公里生态廊道，加强对少林、马
庄等８个水库和少阳河、焦河等４条河流
生态水系保护，建设与世界历史文化旅游
名城相匹配的生态登封、美丽登封；构建
社会管理创新体系。深入推进依靠群众
推进工作落实机制，积极开展网格下沉，
发展和推动问题解决，建设法治登封、平
安登封、和谐登封、幸福登封。

推进“六大体系”建设，助力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

展望“十三五”，攻坚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

十二五登封全景照十二五登封全景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