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贵阳市按照“城市核心、
老城灵魂、文化高地、精神家园”的
定位，根据“塑造节点、连通轴线、活
化片区、还原记忆”的思路，创新打
造“一河一道两片”，促进老城区文
化保护传承，延续历史文脉，留住城
市记忆。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城市整
体风貌打造和历史文化传承保护，高
质量推进“一河一道两片”规划建设，
因地制宜再现“九门四阁”文化魅力。
市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委员聚焦“一河
一道两片”的话题，围绕文脉传承、城
市建设和城市品质提升、打造文旅亮
点等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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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连线

“城市原点”项目有序进行
贯城河大十字段揭盖复涌

近日，记者在云岩区大十字广场看

到，贵阳“城市原点”历史文化保护利

用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其中，大

十字段贯城河已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揭

盖完成，目前正在开展广场景观改造、

景观照明、智能化、排水以及建筑改造

等一系列后续工作。

贵阳“城市原点”历史文化保护利

用项目和贯城河复涌工程均属于“一河

一道两片”城市更新建设中的“一河”

部分。

上世纪60年代，由于河体污染加重，

加上修建人防工程需要，贯城河河道陆

续被浇筑盖板。从 2012 年开始，贯城河

就开启了与南明河同步治理的步伐。

2023年，贯城河的水质一直稳定在Ⅲ类，

实现了黑臭水体向优良水体的彻底转

变，这成为了贯城河揭盖复涌的底气。

太平路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是贯城

河复涌工程的首个项目，历经 8 个月争

分夺秒的施工，182 米的河道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再现市民眼前，玉带桥也得以

重建亮相。大十字段贯城河复涌工程

贯穿狮子桥至河西路到河东路交叉口，

长 132 米、宽 13.5 米，项目于去年 7 月启

动，前期主要清除原有盖板上的绿化种

植、进行揭盖复涌工作，后期将持续进

行景观建设，致力于打造出一个既美观

又能承载历史文化的滨水空间。

据贵阳“城市原点”历史文化保护

利用项目负责人刘建豪介绍，“城市原

点”项目地处交通繁忙地段，施工组织

和材料运输都面临巨大挑战。主要施

工难度还在于原有加盖的盖板是以人

防标准修建的，厚达 1 米多，揭盖耗时

耗力，需要先打孔再用绳锯进行切割，

用吊臂分块移开。

位于大十字的“城市原点”项目是

“一河”建设的重点片区，紧邻翠堤林、

狮子桥等两个历史人文景点，设计范围

为中山西路与中华北路交接处，北至河

东路，南至河西路，项目建设面积约

1.42 万平方米。据《贵阳史话》记载，在

元朝，贵阳曾名顺元城，城中有南北纵

轴和东西横轴两条街道，其交汇点就是

今天的大十字地区。明朝期间，随着城

垣扩展，街道渐成网络，依旧以大十字

为中心。因此，大十字作为贵阳的城市

原点，在文化含义上，见证了贵阳这座

城市一路走来的历史进程，是体现城市

历史与发展的缩影符号。

“每天出门散步，就能有山有水有

玩处，这个就是我理想的居住环境。”

家住河东路的潘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听

说太平路附近的贯城河复涌后，他就一

直期待着可以站在狮子桥看看贯城河

流淌的样子，他说：“再见贯城河，那些

年轻时的美好记忆又回来了。”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吴宇/文 徐其飞/图

“一河一道两片”展新颜
——代表、委员聚焦贵阳贵安持续改善城市环境面貌

市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一河一道两片”改造提升，延

续贵阳城市历史文脉，提升城市品质》

的提案。建议在城市历史文脉传承方

面，要编制《贵阳市城市历史文脉专项

规划》，以此构建起贵阳市历史文脉的

价值体系、保护体系、传承体系以及实

施体系。该规划需明确规划背景与目

标、规划范围与期限，其范围应覆盖城

市全域。规划期限建议设定为 10 年至

20 年，分阶段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短

期着重资源普查、濒危遗产抢救等，中

期推进保护工程与文化创意项目，长期

实现历史文脉全面复兴与可持续发展，

最终全面建成贵阳贵安城乡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建 议 要 全 力 恢 复 原 有 古 迹 的 旧

貌，其中，六洞街片区作为贯城河最

精 华 的“ 最 后 400 米 ”，应 少 算“ 经 济

账、成本账”，多算“历史账、文化账”，

这 里 与 甲 秀 楼 有 着 天 然 的 文 化 互 联

互补关系，应参照外地的成功范例，

把 这 里 打 造 成 一 个 具 有 区 域 文 化 特

色的滨河街区，极富历史积淀和文化

底蕴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此外，立足贵阳依据历史发展所

形成的区域特色和优势，建议要差异

化打造大南门、河滨、喷水池、太平路

潮汇等四大商圈，通过深度挖掘各商

圈的独特之处，形成优势互补、各具

亮点的商业格局。同时，构建一张以

“一河一道两片”为核心的电子文旅

地图，围绕这一地图开展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消费文化活动，帮助游客更为

便捷、全面地了解沿线的历史文化、

商业布局等重要信息，进一步促进经

济业态之间的有效串联与互补，激活

城市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城市整体品

质，让贵阳在传承历史文脉的同时，

实现高质量的现代化发展。

市政协委员、香港贵州商务促进会会董刘韵波：

延续历史文脉 提升城市品质

市人大代表方伟龙：

做好城市历史文化的数字化表达
近年来，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市上下深入开展历史文脉研究与

利用工作，全面推进“一河一道两片区”

改造提升，贯城河沿线、城垣步道和文

昌阁、翠微园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旧貌换

新颜，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览。

打造历史文化名城，是一项系统工

程。这既需要对历史文脉的深入研究

和深化利用，也离不开对城市历史文化

的现代化表达，在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现

代化表达方面，国内外许多城市都有了

比较成功的经验和案例。提升贵阳文

化竞争力和美誉度、打造历史文化名

城，也需要探索利用数字化手段焕新历

史文化的表达方式，让贵阳文化更年

轻、更灵动。

为此建议，一是探索实践“数字游

戏×贵阳文化”，提升贵阳文化在年轻

群体中的感知度，建议市级相关部门积

极探索与国内领先的数字游戏公司合

作，通过元素植入、文旅联动、线下活动

等多种方式，让更多年轻人可以通过数

字游戏体验贵阳山水、感知筑城文化；

二是探索实践“数字音乐×贵阳文化”，

用传唱的方式让“爱乐之城”走出去，建

议市级相关部门积极探索与国内领先的

音乐企业合作，邀请音乐人、发烧友等

到贵阳考察采风，鼓励创作一批类似于

《成都成都》《西安人的歌》等体现城市

特色、群众喜闻乐见、传唱朗朗上口、能

量积极向上的音乐作品，让贵阳文化用

传唱的方式走出去；三是探索实践“数

字人×贵阳文化”，为城市文化的传承、

推广注入全新活力，建议市级相关部

门，积极探索打造“数字人”传播贵阳文

化，通过塑造形象、凝练故事、还原场景

等方式，利用 CGI 等技术立体、生动地

打造“数字人”，推动历史文化资源转化

为“数字人”元素、传播要素，形成贵阳

文化符号。

随着贵阳市大力推进“一河一道两

片”项目建设，贯城河得以有效治理，城

垣步道也跟着建成，文昌阁、翠微园两

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升级改造，让历史与

现代交相辉映，激发城市的活力和文化

魅力。

在市两会召开前，300 余名市人大代

表对贵阳市“一河一道两片”项目建设

情况进行集中视察。在此之前，贵阳贯

城河云岩段的揭盖，让一泓清水复涌而

出 ，沉 寂 已 久 的 贵 阳 贯 城 河 宣 告“ 重

生”，河畔两岸又呈现出“熙熙攘攘万象

更新”的繁华景象，而处于“一片”中心

位置的文昌阁景区却显得冷清许多，特

别是与流光溢彩、游人如织的甲秀楼相

去甚远。

因此，在去年的贵阳市第十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我提交了

《关于贵阳市文昌阁实行三权分置的建

议》，提出让文昌阁效仿黔灵山公园实

施三权分置的设想，建议文昌阁景区应

尽快优化管理模式，将文昌阁纳入“三

权分置”试点，实现管理权和运营权下

放到地方政府，全面实行属地管理，可

以更便捷有效地保护利用文昌阁景区，

并以火遍全网的“路边音乐会”为契机，

梳理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文化内

涵，带动周边业态发展，为建设高品质

云岩注入新的助推剂。在市、区两级领

导的重视下，建议也得以落地实施。

目前，经过一年来周边环境的升级

优化，文昌阁已经成为“一河一道两片”

的核心，主体建筑正在加紧修缮，周边

街道整治一新。贵阳市通过高起点的规

划和高水平的谋划，将这些区域打造成

贵阳文化旅游的亮点，既保护和传承了

贵阳的历史文化，又延续了城市文脉，

让贵阳的文化魅力得以更好地释放，也

让更多人通过这些文化地标更好地了解

贵阳、认识贵阳、爱上贵阳。

市人大代表、贵州省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冯彬：

“三权分置”让景区更好地被保护利用

“一河一道两片”改造项目是一项

极具意义和价值的城市更新工程，也

是一项关乎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建议将贯城河打造为“文化河、文脉

河”，有机延续贵阳历史文脉。

要建立专家规划师全过程参与制

度，让专家从前期设计到后期施工进

行全程指导，以确保项目严格按照规

划实施，实现设计效果图与实施成果

的高度一致。

建 议 在 城 市 文 脉 保 护 与 传 承 方

面 ，一 是 成 立 贯 城 河 文 化 传 承 专 家

库 ，广 泛 召 集 民 间 文 化 专 家 以 及 对

贯 城 河 历 史 有 着 深 刻 记 忆 的 市 民 ，

共 同 参 与 到 历 史 文 化 挖 掘 工 作 当

中 。 二 是 要 尽 可 能 复 原 贯 城 河 小 桥

流 水 的 传 统 景 象 ，注 重 保 留 河 道 老

的 堡 坎 和 堤 岸 ，珍 视 历 史 留 下 的 痕

迹 。 三 是 针 对 新 建 桥 梁 ，建 议 采 用

传统的拱桥或石梁桥样式，凸显“古

味”风格，避免出现过于现代化的设

计，对于那些已经消失的老桥，则可

在 相 应 位 置 清 晰 标 注 桥 的 名 称 和 历

史沿革，方便市民及游客按图索骥，

更好地了解城市历史。

建 议 在 充 分 尊 重 原 有 外 观 和 确

保建筑安全的前提下，对老民居、老

建 筑 适 当 调 整 其 建 筑 高 度 和 室 内 挑

高，合理利用内部空间，吸引更多业

态入驻，从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

共生，让城市既有历史底蕴又具现代

活力。

针对项目的持续性建设与发展，

可通过举办文化展览、主题活动、文

创 艺 术 设 计 等 活 动 ，增 加 文 化 认 同

感 。 这 些 活 动 不 仅 能 吸 引 游 客 打 卡

体 验 ，更 能 成 为 周 边 居 民 的 重 要 生

活方式，为其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让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包容发展，

共生共长。

市政协委员、民革贵阳市委秘书长滕晓君：

将贯城河打造为“文化河、文脉河”

贯城河揭盖复涌，再现水清景美画

卷；城垣步道陆续亮相，再现贵阳“九门

四阁”景观；历史文化街区展现新面貌、

新气象……近年来，贵阳市紧扣省委“一

群三带”、市委“一核三心多组团”发展

战略，按照“城市核心、老城灵魂、文化

高地、精神家园”的定位，依据“塑造节

点、连通轴线、活化片区、还原记忆”的

总体思路，严格遵循市委“六高”工作部

署，以绣花般的精细功夫，全力推进“一

河一道两片”的规划建设。

其中，“一河”指的是贯城河沿线。

贯城河核心段北起北京路，南至南明

河，全长约 3300 米，城市设计范围共计

124 公顷，其中核心范围 85 公顷，延展范

围 39 公顷。

贯城河，是贯穿云岩、南明两城区

的 母 亲 河 ，也 是 旧 时 贵 阳 城 的 中 轴

线。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贯

城河逐渐被覆盖。自 2012 年以来，贵

阳市持续对贯城河进行生态环境修复

和河道治理，并在上游修建了两座下

沉式再生水厂，为贯城河恢复生机奠

定了坚实基础。

2023 年 3 月，作为“一河”的首开项

目，太平路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投入建

设，贯城河揭盖工程正式启动，历时半

年，完成了河道的清理和修复。2023 年

底，河水引入工程顺利完工，贯城河再

次迎来了清流。2024 年 1 月 26 日下午，

在市民和游客的共同见证下，贯城河在

太平路城市更新改造项目中正式揭盖复

涌。时隔 20 年，这条历史河流再次展现

出水清河晏的美丽景象。目前，贯城河

揭盖复涌工程仍在持续推进中。

“一道”则是指贵阳老城历史城垣步

道，这是一条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独特城

市风景线。依据设计思路，城垣步道的

总体布局呈现为“一环九片十三圈”，全

长 7908 米，其中云岩区段 5113 米，南明

区段 2795 米。这条步道依次经过贵阳

历史上的“九门”，并连通了“四阁”，成

为了一条探寻贵阳历史文化的绝佳路

径。在建设过程中，贵阳市运用了图、

文、声、光、电和智能技术等手段，复原

贵阳老城的历史文化，并通过数字技术

将实体体验与虚拟体验相结合，让市民

和游客在“虚”“实”之间充分感受到流

动的文化遗产就在身边。

“两片”则是指文昌阁和翠微园这两

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文昌阁片区以文

昌阁、华家阁楼、虎峰别墅为核心，范围

总面积 14.97 公顷；翠微园片区则以甲秀

楼、翠微阁、黔明寺等为核心，范围总面

积 79.14 公顷。这两个片区的保护建设

方案旨在促进老城区文化的保护传承，

延续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

总的来说，“一河一道两片”城市更

新建设是贵阳重大的民生工程、文化工

程。在这项工程中体现文化韵味，是彰

显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提升城市

品质的重要支撑。

目前，“一河一道两片”建设共策划

项目 37 个，已完工 10 个，正在实施 20

个，剩余 7 个项目正在开展项目融资、城

更入库等工作。下一步，贵阳市将以

《贵阳市老城区历史文脉研究与保护利

用指南》和正在编制的《贵阳贵安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专项规划》为指

导，围绕“一硬一软一机制”（即硬件设

施建设、软件文化内容打造和长效保护

机制建立）做好相关工作。

贵阳城垣步道文昌北路段景观。

2024 年 1 月 26 日，贯城河复涌暨太平路开街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