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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昭山附近，身处长株潭“绿

心”，我出门望见满山的绿，回家亦在

樟树巨大的绿荫之中，满目绿色的世

界里， 到处洋溢着一种生命的激情，

清晨或是黄昏，绿的景象都构成了一

道道别致的风景，格外地吸引我。 无

论是去登喜爱的昭山，还是去附近的

阡陌小道散步，那都是我每天最为幸

福的时刻。

清晨， 我喜欢沿着古蹬道上昭

山， 去看昭山后山谷中的氤氲之气。

这时正是地气由下往上悠悠上升之

际，伫立在道上，会觉得树干静然而

立，如一支支向上竖起的毛笔，轻风

拂过林间， 若有若无的气慢慢聚集，

就扩散成了乳白色的晨雾在林间飘

荡。 树木似乎有了灵性，开始向天空

书写着各种各样的文字，无论我怎样

解读，都难破译缭绕在枝头久久不散

的文字。我有时会联想起屠格涅夫散

文中相似的场景，我甚至会看到瓦尔

登湖的宁静美丽的风景。实际上山下

江水滔滔不绝，山上翠绿欲滴，鸟语

花香的昭山又何逊于异国的风景？！

只是在碌碌红尘之中，我们常常会错

过身边的美景而已。

晨雾把古蹬道上晨练的人们幻

化得影影绰绰，如同梦幻在眼前悠然

而过，又使人影似雾中的仙，林中的

云一样，可感又不可触似地在远方飘

移。他们走近我，大声地吆喝时，才知

道晨练的人就在自己的身边，这时我

也会加入他们的队伍，朝着山谷大声

地喊叫起来，在喊叫之中吐出夜间的

废气，然后深深地呼吸上一口充满松

香味的空气。当回声一声声在山谷回

应时，自己的五脏六腑也变得神清气

爽，这时我会走出昭山，伴随红彤彤

的旭日，活力倍增地投入到新的一天

之中。

黄昏，我习惯于慢悠悠地行走在

静谧安宁的乡村，像一位酷爱自然的

行者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着好奇。没有

目的地的行走之中，大自然的景色漫

不经心地在我面前自由自在地展开，

依山而建的远方人家，路旁朝陌生人

吠吠不已的护家犬，以及热情邀请我

坐一坐的乡民，都使我感觉到了自然

淳朴的乡村风味。 我的前方是一轴无

穷无尽展开的画，总有新的故事和新

的景色吸引着我， 可惜我不是画家，

不然的话在这种自然景象中，我该画

出一幅怎样让世人拍手叫好的田园

风景画？

我欣赏着乡村景色的时候，常常

经过昭山附近一口大水塘。 山依塘形

成一个大拐弯处，就在这个拐弯处我

的朋友潘志斌有一次奇遇，当年他作

为东风水库的团支部书记凌晨三点

多赶往昭山公社的路上，他见前方朦

胧的月光下有一位老人推着独轮土

车赶路，为了和老者结伴而行，他快

步去追赶那位老者，但无论他走得如

何快，那位老者始终不远不近地在他

的前方。 他当时年轻气盛，索性跑了

起来， 但他跑到山道旁的大拐弯处

时，前方推车的老者竟然消失得无影

无踪，周围除了水塘和山路，并无藏

身之处。他是遇上了神怪，还是幻影？

他至今对此百思不解。随着科技的发

展，人们可以解释的是，树木茂密的

地方由于封闭和光影投射等原因，总

是有神秘莫测的诡怪现象发生。如今

的昭山经过几十年封山育林，已经成

为植被良好、绿树成荫、流水潺潺的

三市“绿心”。 在昭山附近一些草深林

密处，出现了豺狼和成群的野猪等野

兽，在这种自然生态下，潘志斌见到

的奇幻现象以另一种神奇的形式出

现，这无疑吸引着都市探险者的好奇

心。

陶醉山水之时，我常常会不由自

主地进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的那种物我两忘的境地，耳边似

乎听到了王维读田园诗时断续的句

子，陶渊明的吟哦抑或是海子的大声

朗读《面朝大海》时的声音，这时我已

将工作生活中所有的烦恼都忘得一

干二净。 我的脑中不再呈现那些无休

无止的争吵， 冷漠而又喧嚣的社会，

而是满目绿茵似的稻谷，沉静明澈的

水塘和苍翠的远山，充满着诗意的绿

色山水。 有人说我的幸福指数太低，

身居陋室，与山为伴，还陶醉其中农

耕时代的生活情调， 与金钱至上、快

节奏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我却固

执地认为一次次到“绿心”漫步的过

程，就是一次次净化人生的过程。

我想每一个到长株潭三市“绿

心”漫步的人们，假如每一次到昭山

的旅游，都能成为难以磨灭的人生回

忆；每一朵洁白的山茶花，都能芬芳

人们平淡无奇的生活；每一支幽香四

溢的野蔷薇，都能激发出自己内心的

优美诗句，到那时，当人们回家推开

自己的窗户时，会觉得一个熠熠生辉

的世界正扑面而来。

道路是极为普通而常用的交通设施。 偶尔有

人提起或抱怨道路怎样，不过只是像一阵微风吹

过，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 最初的道

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栈道本来也是默默无闻不起眼的小辈，只不过是

一次偶然的机会而一举成名天下知。 韩信为刘邦

谋天下时，让部将带领军队从四川出来，用了一

个掩人耳目的计谋———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从

而开启了刘邦一统天下的伟业。 栈道一战成名，

让人津津乐道。

在昭山临江的悬崖峭壁上镶嵌着一条栈

道，全长 900 多米。 栈道最初是在石壁上凿一个

个供人行走的洞，然后连接成一条很窄的路。 栈

道像一根玉带紧紧地系扣在昭山有 2000 多年

了，曾经是长沙南进的一条水路交通要道。 没有

驿道之前，昭山栈道是南北交通要道；有驿道以

后， 便是涨水季节长沙往南大型船只需要拉纤

的纤道。

现在的昭山栈道， 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宠爱。

从昭山湾出发，沿江向昭山悬崖进发，看不到纤

夫躬身拉纤的影子，也听不到纤夫们拉纤时嘹亮

的号子。 河风吹过，宽敞的路面只有石子和树叶

一起在欢快地哼着小调，伴着望不到尽头的绿色

长廊向前延伸。 树枝在空中交叉相互掩盖着，分

不清哪个枝条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它们将栈道遮

掩得严严实实，即便是夏天的上午都让人感到凉

气袭人。 栈道在悬崖上盘旋着，只有在很陡峭的

地方才会偶尔出现一扇绿色的视窗，有宽阔的湘

江、田野、渔船、白鹭、野鸭等，让人顿觉无限风光

在险峰。 没有安全护栏的悬崖陡峭处，风光虽好，

却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 栈道本是在悬崖的石壁

上凿一连串供人们行走的石坑， 使用年代长了，

就连成很窄的路。 在昭山栈道凶险处，以前一个

人行走都困难，还摔死过人。 从这里摔下去直接

掉入江中，仅泛起几个水泡，所以这里的河段也

有人叫它落河泡。 不过现在这里加宽了很多，路

过时还是要小心行走。 栈道风景很美，时光让风

雨在悬崖上雕刻了长长的画卷：群狮起舞、返老

还童、鹬蚌相争 、老虎听经、狮子啸月等自然景

观。 时光也让昭山在悄然发生变化，将历史向前

推进。

传说在西周，周昭王曾南巡到过昭山，陪伴

他一起来的就有楚王。 当时楚国仅是在湖北百里

范围的一个小诸侯国， 这次南巡使楚王大开眼

界。 虽然湖南这时还是以部落形式居住着苗蛮

人， 但是昭山的土著人已经开始了农耕生产，捕

猎技术非常发达，昭山已是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

了，这让陪同而来的楚王眼馋到心里去了。 以后

的历代楚王不断南征，直到战国前期，终于消灭

了湖南的苗蛮部落，将湖南楚化。 楚王在南征过

程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也就在不断征战中楚

王修建了连通南北的昭山栈道，打通了向南进攻

的通道。 由于湖南河汊纵横，修好不久的桥路易

被洪水冲断，使用维修麻烦，昭山栈道就一直被

利用而没有废弃。

现在的昭山栈道比以前宽阔了很多，但已经

不是交通要道，它被现代化的沥青路、铁路替代，

只是一条供游客游览的游道，成为了一道历史的

风景，保存在昭山的历史博物馆里，让人们参观

欣赏。

说起凤凰，马上联想到文坛巨匠沈从文的

《边城》， 将其魂牵梦绕的故土描绘得如诗如

画，正所谓“一座城因一个人而神秘，一个人因

一座城而永存”。 不踏足镇远，就不知湘西之外

的黔东南也有这样一处净土。

镇远古镇位于舞阳河畔，四周皆山，碧波

荡漾的舞阳河以“S”形穿城而过，北岸为旧府

城，南岸为旧卫城，“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

山水城浑然一体、天人合一的独特的太极图古

城风貌，被中外游客誉为“东方威尼斯”。 秀美

宜人的景致，加之儒家 、佛教 、道教文化的熏

陶，更点缀以少数民族特色，让这座千年古镇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让人忍不住一探究

竟。

蓝天，白云，碧水，险峰，古建筑，这是古镇

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自己置身于一幅朴素中

展风姿、淡雅中显意境的山水画中，大自然的

恩赐和人类的智慧巧妙结合， 当地老百姓淳

朴、热情，让我在惊叹之余多了一丝好感。 就这

样，我们踏上了古镇寻幽之旅。 在有“长江三峡

之雄伟，桂林山水之秀丽”之称的舞阳河三峡

景区，我们乘渡轮欣赏了诸如孔雀开屏、太公

钓鱼等著名景致， 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

古人惊叹为“或不得游则有为恨者矣”的铁溪

风景区， 我们徒步欣赏了幽深苍翠的森林、清

澈缠绵的溪流、宝蓝神秘的龙潭，置身天然氧

吧；夜晚的古镇依旧流光溢彩，微风拂柳，渡船

悠悠，河岸灯火阑珊 ，河面倒影飘摇 ，相得益

彰，让人沉醉其间，平添一份悠然自得的心境。

穿过历史的迷雾，绽放文明的光辉，文化

的魅力让这座古镇更具生命力。 不仅古镇的布

局暗合太极图， 城东的青龙洞明清宗教建筑

群，规模极其宏大，其间既有佛教寺庙，又有道

教宫观和儒家祠庙，三教合一，蔚为壮观。 此

外，古民居、古街、古巷、古码头、古城垣灯，建

筑风格为青砖黛瓦、高封火墙、飞檐翘角、雕梁

画栋，连我们脚下的每一块青石板、每一块青

砖都散发历史的芬芳， 抒写着千年古镇的沧

桑。“和平村”是古镇一个特别的存在，它是国

民党政府军政部第二日军俘虏收容所，日本战

俘在此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从此“和

平村”成为日本反战同盟“和平使者”的再生之

地，诉说着热爱和平的理念。

提及古镇深厚的文化底蕴，自然少不了它

的特色饮食。 贵州饮食以酸辣为主，与当地较

为湿润的气候条件有关。 镇远美食种类非常丰

富，特色美食有酸汤鱼、油炸粑等。 让我们印象

深刻的是第一次尝到的镇远特色之红酸汤，红

酸是当地野生西红柿腌制而成，辅之以辣椒等

其他作料，熬成别具苗家风味的红酸汤，入口酸

甜，辣味挺对我们湘潭人的胃口，红酸汤火锅吃

得我们乐而忘返。

镇远就是这样一处诗意盎然而又富含生活

气息之地，让人禁不住感慨，禁不住停留。 见过

不同的风景，才能有更开阔的眼界，身体和心

灵，至少要有一个在路上。 我期待，在这处风景

过后，下一处依旧别样芳华。

一、《规划》修改势在必行

昭山示范区是继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湖南省委省政府确立

的省五大两型示范片区之一，是“两型社会”建

设的前沿阵地。 近年来，由于昭山示范区城市

加速发展，原规划（2013-2030）已经很难适应

当前发展与管理要求，城市建设过程中也凸显

出一些矛盾和困难，如：昭山示范区作为湘江

生态新区的一部分，如何谋求区域整体地位的

提升； 如何促进城市土地与空间资源整合、实

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调控等，给城市规划

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迫切需要规划先行，对

原规划进行修编，从区域———城市多层面开展

新的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

二、《规划》修改的基本思路

在新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提升版

指导下，昭山示范区规划修编拟从两大层面着

手：一是从大昭山层面（湘江生态新区）对区域

两型建设发展规划、对长株潭城市群空间核心

区和绿心地区涉及大昭山区域进行重点研究

和创新规划；二是在区域层面研究的基础上编

制完成昭山片区规划，即编制完成国家法定要

求部分的城市总体规划。

（一）强化规划特色

1、借鉴与创新相结合。 借鉴国内外生态城

市及绿心地区的城市规划建设经验 ， 通过剖

析现状及根据“两型社会 ”建设和长株潭城

市群区域分工的要求，确定昭山示范区发展的

定位、目标与战略，谋划合理的空间构架。

2、因地制宜 ，创造特色。 发挥昭山示范

区山水环绕 、历史文化悠久的优势 ，确定最

佳的城市绿地系统布局结构， 创造人与自

然 、城市与风景区协调发展的山水园林城市

特色。

3、前瞻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 通过对湘江

生态新区创新发展路径研究以及对 2013 年《长

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 调整工作的同步对接，

以全面宏观的视野，统筹部署昭山片区的发展

目标、规模、土地使用、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

发挥规划编制成果的前瞻性。 从策划规划项目

开始到项目实施，修编规划组织全过程严格按

照“高起点、高标准”的要求，反复论证，拿出精

品，增加项目的可落地性。

（二）突出规划重点

1、 构建一体化发展的城乡居民空间布局

体系和支撑体系。 整合现有总体规划及相关专

项规划，挖掘特色、理清思路、合理定位，寻找

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 发展目标和发展空间。

努力构建科学合理的综合规划体系、产业发展

体系、科技创新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谐宜居

的城镇体系、一体化发展城乡统筹体系。

2、 塑造特色城市形象和制定城镇发展合

理规模，提升整体环境质量。 充分利用区域内

滨江和丘陵城镇特征，塑造景观空间，打造富

有特色的城市形象。 以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为

前提， 结合对重要资源利用与保护的研究分

析，统筹部署昭山示范区城市社会发展战略目

标 、规模 、土地使用 、战略空间布局和各项建

设，提升整体环境质量。

3、 突出中心城区建设和防灾建设标准研

究。 妥善安排昭山示范区的用地布局、交通组

织及公共配套，研究中心城区的建设标准及发

展时序。 充分重视综合防灾工作，通过规划科

学合理划定建设地区，提升整个地区的防灾建

设标准。

三、探索规划中典型问题解决途径

1、创新土地利用模式。 原规划对于土地的

利用模式停留在传统的“城乡建设用地”的理

解上， 导致区内大量具有生态价值并需要保

护、重构的土地，逐渐偏于搁置荒废。 因此在修

编时要摆脱对土地利用的片面狭隘理解，采取

创新的土地利用模式， 充分挖掘生态绿化地

区、农业地区的潜在利用可能性。 针对我区域

内“西城东乡”的现状，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

探索区域内东部地域的土地利用模式，赋予这

些地区更多合理的功能，从而进行多元化利用

并产生经济价值，以便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

展的可持续。

2、创新城乡规划，引导城乡统筹发展。 目

前区内东西发展不平衡。 未来规划中，我们将

引导城乡统筹发展，一是以城带乡、以乡保城，

加强新农村建设， 集约城镇产业建设用地，强

化农村作为区域生态基础的特征，保障城镇地

区的良好生态环境；二是设施先行、区域共享，

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共享和联通，使城市基础

设施能够服务于农村地区； 三是错位发展、尊

重文化，引导城镇与农村的差别化发展，突出

区域文化特征。

3、创新绿心保护模式。 研究绿心地区的创

新保护模式， 建立新型的生态补偿与激励机

制，辩证看待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使得绿心地

区在生态价值提升的基础上，同时具有良好的

经济价值。 变“消极保护”为“积极保护”，才能

保证绿心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四、《规划》修改的主要任务

1、 做好对上版昭山示范片区规划实施情

况的评估报告。 针对 2010 年版《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社会示范区湘潭易家湾昭山片区规划》

（2012 年批复）的现实运作状况，采用定性分析

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建立评估框架，评

估该规划在宏观决策层面和空间发展过程中

的作用，分析规划目标实施情况、规划实施出

现偏差和影响规划实施绩效的原因，归纳规划

实施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对昭山示范片区的修

编提出具体建议。

2、做好湘江生态新区创新发展研究。 完成

三部分研究内容即：对国家级新区发展模式的

梳理；对湘江生态新区的比较优势及目前发展

制约因素的分析；对湘江生态新区未来的发展

主题、发展路径和发展创新点的分析。 以此指

导湘江生态新区抓住历史机遇，完成生态保护

与经济创新发展的双重任务。

3、做好昭山示范片区规划。 呼应长株潭城

市群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以及湘江生态新区

的整体发展策略、结合当前昭山示范片区社会

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理清昭山示范片区当前

面临的发展困境， 有针对性地对昭山示范片区

的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特

色营造、城市形态与公共空间创造、空间管制与

建设强度控制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修编。

把昭山示范区打造成“国家级生态文明示

范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将绿色的理念播撒到每个人心中，探索

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是规划工作者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义务。 规划先行，做好《长株潭城市

群两型社会湘潭昭山示范区总体规划》修改工

作任重而道远， 我们将在这条道路上努力作

为，建设美丽昭山，实现昭山“绿色梦”。

（作者系昭山示范区城乡规划局局长）

朝 阳（外四首）

◆

王家富

是希望的灯吧，每天照常升起

人流渐稠，多少颗心与你共振

就有多少层脚步跟你一样轻盈

大山之巅，荒漠深处，我渴望

全新的地域能给自己一份惊喜

其实惊喜，像例行公事走过的轨道

朝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

只要山道的呼吸，保持畅通

就会等到她，印痕于唇

妈妈的幸福

妈妈的幸福，是从孕感初期就开始涨潮的

一波一波，像长江后浪推前浪

开始，这幸福还有点羞涩

慢慢地

就适应了这种愉悦，推波助澜

像一层涟漪，在家的湖面，扩散

妈妈的幸福是一根甘蔗，哪怕咬得只剩一堆残渣

孩子啊，妈妈的心，都是甜的

之后，一切生活就顺理成章了

仿佛又一个小小的我，跟随孩子

再幸福地成长一回

之后，胆子也一天天地大了起来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娃娃受惊吓

之后，一切念想都有了一个核心

就像月亮找到了地球，地球找到了太阳

之后，孩子啊，之后妈妈就幸福地老去了

直到老成一堆黄泥，直到妈妈老成了一个梦

孩子啊，那份幸福

还在那个叫家的小小势力范围，绕梁

远去的村庄

蛋黄，是世界上最温暖的颜色

那是娘

想我的眼神，一直存放

在褪色不退休的红色保温瓶里

朝阳，印在灶台上

一缕炊烟，多像娘年轻时的青丝啊

牵扯出些许心事，袅绕在过去的村庄

那头从不回头的小鹿，那头活蹦乱跳的小鹿

多像灶膛里跳动的火焰啊

熏得娘，泪水横流

一不小心，就揩得满手是刺

摸到哪里，都觉得疼

老母亲的手迹

是一根根箭簇

一笔一划，犁得好深

笨拙得，像负荷耕作的老黄牛

耕过的荒地

每一个字，都似乎隐忍着

太多太多的伤感，酸楚和

难以言及的故事

仿佛述说一个

伟大而艰辛的历程

我看得好难过。 看得我胆战心惊

仿佛一颗背叛的野心

已被犀利的眼光穿透

终于放弃了，我没有勇气看完

母亲誊写的《劝世文》

只是对母亲说话的口吻

从此，增添了几朵棉花

聊 斋

你美得像梦

我乃一介书生

清风是书童，立两侧

他日断桥边

你依然美貌如初

我穿着长衫，侍卷立窗，望柳生痴

细数岁月的日子，多希望有一只狐

为你托梦。 她不嫌时光，滑得太快

我不颓废，不抱怨，不说人心不古

对湘潭昭山示范区总体规划修改的几点思考

踏足镇远

◆

石柳

古栈道

◆

方欣文

漫步“绿心”

◆

罗并乡

心

灵

感

悟

屐

痕

处

处

昭山秋色 彭明安 摄

◆

周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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