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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上新”
“三城”愿景下的活力之源

2021年底，射洪开始实施“城市更新样板
区”打造工作。这一年，也被一些地产和工程
行业的业内人士称为“中国城市更新元年”。

在这一年，“城市更新”首次被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同时，包括北京、成都在内的21个
城市（区）被纳入开展城市更新试点工作的首
批城市。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省份、30
个城市相继出台了有关城市更新的法规政策
或就法规政策公开征求意见。

城市更新的背后，是城市有适应发展新
形势、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和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短板的需求。从
一开始就有着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保护历史文化、塑造城市风貌等多
重目标任务。

对射洪而言，通过城市更新，当地想要解
决的是自2019年撤县设市以来，城市建设步
入“快车道”后整体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短板问
题，并以此探索川中丘陵地区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的新路径。

对于“公园之城、产业之城、宜居之城”的
愿景，在射洪“更新”的进程中，有更为具象的
表达。

从空间上看，城区要形成的是“城市公
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城市绿道”的布局，
乡镇要形成的是“一镇一园、一园一景”的“大
中小合理搭配、城镇村一体发展”的公共活动
空间格局。

从时间上看，在管理精打细算、城市风貌
精雕细琢、城市色彩精描细绘的“三大精细工
程”下，射洪定下了到2022年春节的近期目
标、到2023年春节的中期目标和到2025年春
节的远期目标。

对处于城市更新一线的建设者来说，城
市更新就是解决城市中出现的问题，方便和
丰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生活。射洪城投房
建科副科长曾忠洋谈到，在花果山项目改造
中，“人们上山不方便，我们就改建道路。人
们停车不方便，我们就改建停车场。”

将视角聚焦于城市中的人，城市更新则
在于更好地服务居民生活。射洪城投工程部
副部长张沛说，城市更新给城市带来了活
力。闲置区域被利用后建成口袋公园、被更
新改造成景观带等。一个个落脚于城市的

“小场景”，给市民的是更好的体验、更多的选
择。这也是城市更新一开始，射洪追求的“小
确幸”。

在几年城市更新工作的探索下，射洪感
受到的是，“更新”是城市长久的主题，也是城
市保持活力的来源。

由城及镇
提质提速的城市更新步伐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射洪用“提质提速”来总结关于城
市更新工作。

简单概括，即在过去一年中，
射洪完成了包括道路、景点、基础
设施等在内的多个城市更新项目。

关于城市更新，有业内人士指
出，其本质就是存量资产的价值提
升。将射洪相关项目铺开来看，通
过对原有资产的修复提升，是这一

轮城市更新中的重要部分。
以登云楼改造升级为例，通过“修旧如

新”在保留其原有样貌的前提下，赋予其更丰
富的功能和更现代的内涵，让“川中第一楼”
再回人们视野。

作为射洪地标，登云楼承载了一代射洪
人的记忆。张沛说，更新改造前，人气散去的
登云楼体现不了其应有的价值与作用。而经
过改造重新亮相的登云楼，已实现了“多
赢”。“更新之后，城市提升了承载力，居民有
了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对外也是一张靓丽的
城市名片。”他说。

跳出单个项目，在整个城市更新中，射洪
在具体工作中，要处理的是三组关键词。

第一组关键词是“老城新城”。对于“老
城”是“渐进微改”，包括“六街两广场”、两个
片区以及一些道路，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对

“新城”是经开区的“产城融合”，打造“千亿锂
电产业集群”，是在建设高校、引进高端城市
商业综合体的同时，留足产城发展空间，为以
后头部企业招引“腾地留白”。

第二组关键词是“白天夜晚”。对于“白
天”是“增绿、补绿、护绿”，是微小绿地、口袋

公园、健康步道，是花草树木的种植，要
的是推窗见绿四季看花；对于“夜晚”是
亮化提升、商业街打造和登云楼亮化，
推的是节能、美观。

第三组关键词是“天上地下”。对
于“天上”是建筑屋顶的“净化、序化、绿
化、美化、坡化”；对于“地下”是海绵城

市及各种管网。
从天上到地下、黑夜到白天、老城到新

城，城市更新扩展的是城市的承载力与竞争
力，带来的是经济增长、城市品质提升的动力
源。而射洪的城市更新之风，还正吹往更广
的区域——镇村，同时也正在探索另一个新
的表达。

在这一问题上，射洪市副市长敬兴才表
示，射洪已在探索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
的改革，境内的“三县六镇”已建起产业园，形
成优势产业互补的城镇产业发展格局。此
外，射洪还统筹资源围绕中心镇打造更新试
点，以示范带动更多集镇提升。

在此之下的镇村城市更新，产业是支
撑。目前，射洪谋划储备的沱牌百强中心镇
及园区近中远期项目已近130个，在超千亿元
的计划总投资下，关于酒粮、两杂制种、鱼米
之乡等基地建设正在加快。

目标将达
城市更新仍有路在前方

2021年底，射洪开始“城市更新样板区”
工作。2022年，射洪被纳入省级城市更新试
点县级城市名单。几年来，射洪取得省级县
城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省级海绵城市示范
等荣誉。在即将完成远期目标之际，射洪市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城市更新上，射洪“已取
得阶段性成效”。

而这些成绩的取得，背后也有着关于城
市更新的“射洪经验”。

“射洪经验”可以从谋篇布局开始讲起。
那是指标体系下的多方城市“体检”，以事实
数据为据，为城市更新决策提供基础支撑而
防止任性决策。

也可以从建设主体讲起。那是从问需问
计到具体建设都发动、依靠城市居民，拒绝自
娱自乐。

还可以从以城市更新单元为基础讲起。
那是统筹各部门建设开发需求，根据“居民意
愿强度、更新条件成熟、当年财力允许”编制
每年城市更新年度计划的综合资金统筹。

对于即将完成三期目标的射洪，城市更
新之路仍有一段尚未走完。

这段路关于城市空间的拓展——是串起
市域内自然风景区、城市公园等生态资源的
绿道框架，是用地功能置换下老城区的功能
疏解。

也关于城市品质提升——是对内对外交
通更加互联互通，是片区和老旧小区改造。

还关于城市管理效能提升——是地下管
线与道路的一体，是物业管理体系提升和全
域环卫机制建设。

归根结底，城市更新，“更”的是城市发展
上限，“新”的是城市居民日新月异的生活。

更新后的登云楼，几乎“装下”了整个射
洪。通过展陈，陈子昂的诗、涪江的酒、新时
代的锂电……一切能代表射洪的东西，从古
到今，在里面都能找到。以前，上登云楼主要
是登高望远，看日出日落。现在，整体提升后
的登云楼，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多可能。

对于处在城市更新一线、生活在更新城
市中的普通人，张沛和曾忠洋等人对更新后
的射洪的体会是，这里的气象不一样了。那
是城市更有活力、生活更加美好带给人的一
种直观感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肖洋 刘虎伍勇 刘彦君

射洪登云楼被云雾笼罩。
射洪市委宣传部供图

远眺射洪城区。
肖洋 摄

遂德高速。肖洋 摄

紧邻文宗苑的龙宝大桥。肖洋 摄

4月16日，遂宁射
洪市，若是无雨，早上
6点45分左右，在花果
山之巅登云楼远眺，
太阳将从城市背后层
层叠叠的远山中升
起。

作为2023年底升
级改造完成后的景
区，花果山与射洪市
民、游人重逢已有小
半年。该景区共经历
3期改造，从环境到体
验再到业态，焕然一
新。今年春节假期首
日，该景区就以超过
10万人次的游客接待
量，位居全川第三。

在花果山登高望
远，射洪城区被环抱
于青山间，视野之内，
还有分布于街区间的
城市更新项目，只有
熟悉的人才能分辨，
那是从2021年就开始
的布局。

这些项目由城内
到城外、由市区扩展
到镇村，点线成面，
为城市前景提供新
的想象。当地这样
描述这种美好期盼
—— 一 座 高 颜 值 形
态的公园之城、一座
高质量发展的产业
之城、一座高品质生
活的宜居之城。

那是可预见的未
来，射洪的模样。

城市更新，射洪“上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