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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梧州市城区老旧小区整体风貌分区及改造类型分布图

图6  梧州市城区老旧小区年度改造计划图

四、结语

本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治理，针对老旧小区改造规划进行思考，分层级提出应对
思路与策略，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强老旧小区防控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居民生活环
境、促进城市有机更新提供参考借鉴。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理念不断革新，国内城市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
认的是，部分城市建成区与时代发展的需求不匹配，尤其在老城区出现了大量功能和物质
空间双重衰败的区域，这其中就包括铁路站场区域。铁路运输技术革新带来更现代的技术
要求，推动了铁路场站及线路的调整，致使一些城市铁路场站外迁，进而带动了周边配套
服务功能的外迁，留下了一批老旧铁路及围绕传统铁路运输服务布局的商业批发、仓储物
流和职工居住空间。它们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消极空间，成为城市建设更新理念与现实相
冲突的一个典型情况。

公园城市理念下怀化市废弃铁路区
规划设计研究

文＿陈胜林［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设计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工程师，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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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城市建设进入存量用地挖掘的大背景下，废弃铁路沿线的空间改造更新、活力复
兴成为必然。但是，在过往类似空间更新改造中，其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大部分更新改造
“就项目论项目”，最常见的方法是建成线性公园。在景观层面打造成独立景点，并对周边
的土地进行整理，将资源投入到房地产开发项目，以获取短期效益。此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空间环境问题，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却难以发挥良好的系统带动作用。我国大部分
铁路空间有着特殊“印记”，它们起着延续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作用。采用独立、粗暴的开
发方式是对存量资源的浪费，更是扼杀城市难得的转型发展良机。因此，如何充分利用铁路
及场站废弃后形成的存量资源，是我国部分城市当前以及未来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公园城市建设背景

（一）公园城市提出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全面推进，传统的外延扩张式城市发展方
式已经难以为继。寻找解决“城市病”的良方，满足人民生活新需求的新方式和新理论成为
各行各业讨论的热门话题，公园城市理念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公园城市”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考察时提出的城市建设理念，强调城市建
设时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该理念为成都的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随
后，成都市围绕公园城市建设相继编制和颁布《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总体方案》《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建设导则》《成都市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导
则》等系列规划建设指导文件，有序开展全市公园城市建设指导工作。由于该理念的优势明
显，能显著提升城市品质，激发城市活力，改善人居环境，因此迅速成为当前国内城市建设
的主要方向。

（二）公园城市建设策略

公园城市理念不是简单的“公园+城市”，而是把公园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的人类生
活系统进行耦合。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其将会是一个以公共利益为主导，通过自然生态
公园的巧妙建设实现服务设施均等化覆盖，以“产城融合、健康生态、设施共享”为宗旨的
城市空间。

从2020年10月发布的《公园城市指数（框架体系）》来看，公园城市建设包括“1个目
标，5大领域”，目标是建设“和谐美丽、充满活力的永续城市”，5大领域则包括“和谐共
生、品质生活、绿色发展、文化传扬和现代治理”，该文件还从5大领域中细化出15个子项
指标，全面描绘了公园城市的建设路径。据相关学者研究，在中观层面，公园城市强调形成
“城乡一体”的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有机融合的格局；在微观层面，则强调以公园系统建设
为依托，通过公园与建筑、街区及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提升人居环境质量。

从各方研究、实践总结来看，公园城市建设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新理念，其对类似
废弃铁路及周边区域的更新复兴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如从三生空间（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
空间）融合的角度切入，公园城市至少可以从4个方面进行规划建设，包括打造一个自然生态优
美的公园环境、服务设施齐全的生活场所、功能业态兴旺的就业空间和文化特色明显的记忆载体
（见图1）。

图1  公园城市建设规划方法分析图

二、怀化南编组站特征

（一）项目背景

怀化市地处湖南省西部偏南地区，位于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之间，是湖南省面积最大的地
级市、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也是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怀化南编组站建
于1983年1月，曾是我国十大编组站之一，在走过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后，开始暴露出到发能力紧
张、货物进出货场困难、噪声污染大、分割城市严重等问题。2020年，怀化西编组站投入使用
后，怀化南编组站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2021年，怀化市相关部门提出对怀化南编组站及周边
土地进行综合更新开发，形成大片区，根据城市复兴的要求，组织开展相关规划设计工作。

（二）现状特征

1.区位条件突出

怀化南编组站及其周边用地整体处于怀化市城中组团，紧邻怀化老城区、城西高新区和城
东新区，几乎是整个城市的几何中心。整个项目的规划范围北起天星东路，西至舞水河，东至红
星路，南至舞水河与太平溪交汇处，总用地面积约268公顷，其中包括原编组站用地面积56.79公
顷，周边整合用地面积211.21公顷。项目现状用地性质较为单一，以交通枢纽用地、商住用地与
物流仓储用地为主。另外，该区域基本建设形成“三横一纵”的交通干道体系，对外交通便捷，
城市更新开发潜力大（见图2）。

2.生态基底优良

项目坐落在怀化市舞水河东岸和太平溪西岸之间，处于江河之交的半岛地区，部分岸线已经
进行了改造，具备较高的亲水性，整体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其中，舞水河西南方向及舞水大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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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南岸部分已经过多次滨江景观建设，亲水性最佳；而太平溪西岸则是目前怀化市民主要的休
闲活动场所。江河交汇区内的三角洲地带植被繁茂，大部分树木都有较高的价值。经过与国内具
有相似地形地貌的城市地段对比后发现，只要充分发挥好、利用好项目的自然生态优势，集中升
级功能产业，有序导入城市人群，该区域必将是城市的新中心。

3.文化印记明显

目前，怀化南编组站内的铁轨及站场设施已基本拆除完毕，仍保存着贯穿项目区的铁路线路
及站场空间，还遗留一批装卸货物的龙门吊、存储粮油的圆柱仓库，以及水塔、工厂、烟囱、铁
路桥等建构筑物，且周边附属配套的功能产业外迁后也遗留了大量废弃建筑群，其整体大疏大密
的行列式空间肌理特征非常明显。这些遗产都饱含着怀化人民的乡土记忆，是这座火车拉来的城
市成长过程的重要见证。从文化传承来看，这些印记都是有必要保留下来的，它们是该区域未来
开发中不可多得的要素。

4.功能空间衰败

项目内的场站搬迁、功能外移后遗留下来的建筑群体普遍年久失修，小部分已经成为危房，
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急需拆除更新。项目区内建筑高度较低，多为1～3层的低层建筑，少
量4～7层的建筑主要分布在沿河路、南环路、红星南路两侧，7层以上的建筑较少，仅零星分布
在项目区北面。在附属功能产业外迁后，整个项目区的经济活力下降。通过不同时间段的人群活
力数据抓取发现，目前怀化市人群分布集中在城市北部，向河、向南的发展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
挖掘，项目区成为人迹罕至的区域（见图3）。总体而言，项目区内功能及物质空间双重衰败的
情况非常明显，急需更新改造，活力复兴。

图2  项目区位及交通现状分析图

三、更新规划方法探讨

（一）围绕公园组织空间

规划在原有的线性铁路空间上进行改造，形成树状公园绿化体系，重塑项目区的空间基本框
架。具体把原有南北向的铁路廊道改造为历史文化记忆空间，在中部生态核心区沿东西方向进行
再延伸，形成串联两条水系的自然生态绿色空间。两大空间形成“十”字形空间骨架，共同打造
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相交融的特色公园绿地，重新定义区域的价值潜力，引导城市生活回归自然
与人本。

规划立足公园空间基本框架，强调公园与城市商圈、居住社区的有机融合，尝试用公园以
模糊城市边界，营造公园融于城市，城市就是公园的美好场景。规划转变传统城市中心高强度开
发的建设模式，以生态、开放、有机集聚文化、公共和商务、商业服务设施的手法塑造城市新中
心，形成大疏大密的空间格局。围绕公园，规划形成“一带、两轴、四片区、多节点”的空间结
构（见图4）。“一带”即滨水生态游憩带，沿舞水河、太平溪打造连续的滨水绿带，引导城市

图3  怀化市主要时间段人群活力分布图

图4  功能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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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文化记忆节点分布图

生活回到滨水空间。“两轴”即绿色生态轴和轨迹记忆轴，前者沿生态轴布置开放共享的欢乐
水岸和儿童天地；后者沿记忆轴保留部分历史遗存，打造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客厅。“四
片区”即品质居住区、特色商业区、生态公园区、活力乐园区。“多节点”即博物馆、规划
馆、群众演艺中心、欢乐水岸、湘西乐园、文创摄影基地、儿童天地、街头公园等。

（二）营建文化记忆场所

规划依托树状公园脉络，整合地域文化及自然生态基底，共形成5处文化记忆节点，包括
文化客厅、欢乐水岸、公园社区、儿童天地和湘西乐园（见图5），分别展现城市特有的火车文
化、水稻文化、友好文化和民族文化。其中文化客厅是在环城南路上建设天空广场、博物馆、
规划馆和文化演艺中心，客厅内通过小型轨道连接各个功能片区，另外客厅内还会通过火车主
题景观设施建设、火车历史文化展示及民族剧目表演营造文化氛围。

欢乐水岸则是结合滨水景观，将商业商务聚集区地打造成为与城市滨江公园有机结合的特色
空间，它既能满足商务客群的快节奏，又能满足居住客群的慢生活体验。另外，在与舞水河相衔
接的中央绿化带内种植景观水稻，进行夜景亮化，打造“稻韵夜色”网红景点，突显怀化市的水
稻文化。

公园社区从全民友好的建设思路出发，将统筹社区周边的沿街公园、建筑物围合成的庭院空
间、建筑架空的底层空间打造为开放式的休闲活动场所，将公园融入社区中，并围绕这些空间设
置与儿童、老年人、残疾人、中年人相应的活动设施，具体包括社区活动中心、卫生中心、健身
中心、便民商业和亲子乐园等，为项目内的全年龄段人群提供活动场所。

儿童天地则是以儿童的需求和行为特征为基础，利用街头公园打造供儿童游玩的游戏场
地，通过活泼跳动的色彩变化、适合儿童尺度的设施建设、丰富趣味的空间设计形成人景和谐
的空间，为儿童提供回归自然、释放天性的场所。

湘西乐园在项目区南面靠近舞水河的区域打造出一座特色鲜明、充满湘西风情的文化乐
园，由巨型球幕影院、幻影成像剧场、立体式跟踪电影、木质过山车等高科技游乐设施组成，
配以大型停车场、特色餐厅、滨水主题酒店等设施。在这里可以聆听古老的湘西传说与故事，
欣赏优美的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领略湘西自然、历史与民俗文化。

（三）融合多元功能业态

规划依托公园脉络及文化节点，有机聚合城市生活服务与休闲旅游功能，在空间上融合了
居住、生态、商业和文化旅游等特色主导功能。为塑造项目特色，规划应从与怀化市其他地区
实现差异化发展方向出发，一是以特色文化旅游项目为引领，提升城市文化价值，具体通过博
物馆、文化馆、演艺中心、游乐场等一系列文旅项目建设和文化活动组织塑造个性，提升项目
区的吸引力。二是以本地生活、生产服务配套完善为基础，提高城市宜居宜业水平，具体则是
打造形成高品质的现代商务商业聚集区，通过商务办公、商业服务、餐饮配套、健康服务功能
的集聚来优化本地服务。三是以打造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来激发城市活力，即通过电影院、剧
本杀、密室逃脱等沉浸式体验消费项目植入，尝试获得“90后”“00后”年轻人的青睐，保持
项目区的活力。以公园为核心，规划整合以上功能业态，形成四大主题功能板块，包括以创新
文旅项目为主的活力乐园板块、聚集文化体验消费的特色商业板块、塑造生态魅力的生态公园
板块和营造社区活力的品质居住板块（见图6）。

图6  功能业态复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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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类设置慢行线路

规划针对不同人群需求，设置了不同特色的慢行线路。对于通勤人群，规划设置慢行线
路，强调“出行便利、通行连续、高效便捷和智慧安全”的基本原则，线路布局以市政道路为
主，建设专用的连续慢行道，确保慢行道与周边居住、工作空间快速链接。通勤慢行道的选线
尽量靠近公交站点、社会停车场等交通设施，并就近设置公共自行车停放点，实现慢行交通与
其他交通方式无缝衔接，加强项目区内外的交通联系。对于休闲人群的慢行线路设置，规划强
调“舒适、安全、环境优美和最大限度链接景观资源”的基本原则，具体有3个方面的策略，
一是立足区域景观资源，构建“可观、可游”的慢行通廊，形成具有自然和文化主题特色的慢
行框架。二是强调慢行路线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依托连续的街头绿地、滨河绿地以及中央公园
绿地等景观场地设置慢行通道，在必要的道路交叉口设置慢行过街标识，保障慢行路权，形成
慢行网络。三是与区域的特色功能业态相融合，科学合理设置驿站，形成休憩合理、活动丰富
的慢行体验。此外，针对不同年龄段和性别的人群特征，规划还设置了多条满足生活休闲和健
康运动的线路，在项目区内形成了“2公里步行圈”“4公里骑行圈”和“8公里骑行圈”3类6
条特色线路，最大化利用公园空间集聚人气（见图7）。 

图7  慢行线路组织分析图

（五）优化物理空间环境

经研究，怀化市的自然气候特征明显，呈现夏季酷热、冬季寒冷和春季“回南”时间长的
特征，且由于周边山体遮挡，整体风力不强，导致城区内局部通风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应对
这一自然问题，规划通过风环境和热环境的模拟分析，对整体建筑布局方案及下垫面环境进行
反复校核，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建议，充分挖掘了公园空间在促进通风和降低热岛效应两个方面

的天然优势。在风环境方面，为了避免冬季寒风侵袭和不合理静风区出现，规划提出建筑群体
布局整体宜朝南向西偏15°～20°，与冬季风向形成相应夹角，并在居住社区临江面适当种植高
大乔木，遮挡从江面吹过来的寒风，在中部地区的住宅则宜通过底层架空来促进通风，改善微
环境。在热环境方面，规划提出在项目区西北侧增设一定的连续绿地空间，减少硬化下垫面，
能有效缓解热岛效应，在中部公园核心区则要增加种植高大的遮阴乔木来提高环境舒适度；并
根据模拟结果，规划建议中部地区的建筑屋顶宜做生态屋顶，宜增加垂直绿化（见图8）。

图8  风环境和热物理环境模拟分析图

四、结语

公园城市是当前国内城市解决“城市病”、让人民满意、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形
态之一，是一个涵盖生产、生活、生态三方面的复杂系统，从当前公园城市建设和相关研究
来看，至少已经包含了美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等相关领域，可见其建成必定需要方方
面面的支持。本文以怀化南编组站及周边区域的更新规划作为研究案例，简单探讨了在废弃铁
路及周边地区如何利用带状空间建设公园，利用公园重构城市空间格局，传承历史文化记忆，
激发功能产业活力以及优化人居空间环境。从规划成效来看，这一模式是该类型地区利用公园
城市理念进行改造提升的可复制的模式之一。但这一路径还有所欠缺，未来还可以融合经济测
算、社会治理等相关内容，以加强其落地性，增强其社会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