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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磨镇是汶川县灾后重建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美丽之城。
这里有大山大水的雄浑，又有丛林溪谷的阴柔，西邻卧龙，东连都江堰和青城山，茶马古道，风生水
起，龙门山脉，溪流淙淙，是汶川县的宝地。
　　“5·12”汶川地震周年，水磨镇的工地上，工程建设不分昼夜，一个以寿溪湖为核心的美丽小镇
的雏形已经涌现。
5月的汶川，春归大地，万象更新。
回想灾后重建的日日夜夜，一路走来感慨万分。
　　我首先希望感谢刘宏葆同志和他领导的广东省佛山市对口援建汶川县水磨镇工作组的努力。
2008年8月到现在，宏葆同志对水磨镇的规划和建设倾注激情和智慧，运筹计划，出于公心，日夜努力
，任劳任怨。
他心目当中不仅是完成援建任务，更是要为汶川县水磨镇创造一个最美好的未来。
我十分赞赏宏葆同志迎难而上的工作热情和目光远大的工作态度。
风物长宜放眼量，灾后重建应当有一个高起点。
　　我这里要感谢北京大学陈可石教授和他的设计团队为水磨镇的规划设计所做的卓越工作。
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完成的水磨镇总体城市设计方案，提出灾后重建应突出“生态”和“
文化”的理念。
陈教授将绿色城市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引入水磨镇的规划设计之中。
他在汶川二中和水磨镇其他建筑设计方案中强调了地域　　性、艺术性和原创性；在禅寿老街的设计
上将灾后居民的安置、就业和传统古镇复兴的城市设计手法相结合，创造了灾后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新
模式。
　　可以看出，宏葆同志和陈教授对水磨镇的贡献不仅是提出一个高水平的规划设计方案，更重要的
是用规划设计为水磨镇的未来创造了最大的价值。
这本书表达了从2008年12月到现在，佛山市对口援建汶川县水磨镇工作组　　与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
计研究中心为主的规划设计团队精诚合作的初步成果。
可石教授邀我作序，欣然为之。
天灾无情人有情，正是汶川县水磨镇的缘分，一年前大家相见不相识，一年中共同为灾后重建尽心尽
力，从此后我们永远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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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的专业著作。
然而，这又不是一本普通的学术专著，而是一本凝聚了北大师生对灾区人民无限深情的呕心力作。
本书的标题是：汶川绿色新城！
短短的六个大字，首先把我们带回了2008年5月12日的国殇。
当年发生在汶川的大地震，摧毁了成千的村镇，夺走了数万的生命，举国悲恸，万民哀伤。
虽然一年多过去了，灾区的情况仍然时时刻刻牵动着我们的心。
人们急于想知道灾区在如何重建，汶川在怎样复生。
“汶川绿色新城”，这六个大字又让我们从悲痛和挂念中看到灾区的前景，看到了汶川的未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汶川绿色新城>>

作者简介

　　陈可石，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硕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社科学院获博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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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和中英文化基金奖，1998年出任中营都市与建筑设计中心总建筑师。
2006年出任北京大学教授。
　　目前研究的主要方向是：城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城市设计新理念与新方法，概念规划与城
市设计，城市设计与古镇复兴。
主讲课程有城市设计学，美学与艺术史高级讲座。
　　汶川新城水磨镇总设计师。
　　阴劼，博士，日本大阪大学工学博士。
　　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近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再生、东亚城市发
展史、城市规划中的调查与分析方法、城市居住的户外环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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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优势　　区位优势水磨镇距都江堰市只有36公里，交通便捷，可以快速方便得进入成都平原，
便于人员与物资的进出，本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品可以方便的运出销售，镇外的物资也能够及时
运输进来。
随着未来区域交通的改善，特别是漩三公路的改造与都汶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得水磨镇的对外联系更
加便捷，并且成为与三江、卧龙等地联系的交通要道，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
　　土地优势：汶川县主要处在峡谷中，大部分的土地都是山地，并且是非常陡峭的高山。
相对而言，水磨镇的地形地势较为平缓，有较多的丘陵台地，山地地质结构相对稳定，可用于恢复重
建的可建设用地面积较多。
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城镇建设。
区位优势与土地优势使得水磨镇成为优先于其他重建地区的独特禀赋。
　　2．劣势　　经济基础薄弱：镇级经济农业占主体地位。
2007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3663万元，其中农业总收入1341万元，占36．6％。
农业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豆类为主，种植面积为1．48万亩，境内有3000亩生态茶园基地及与之配
套的茶叶生产加工厂。
全镇工业总收入744万元，占20．3％。
境内有省级高耗能工业经济开发示范区，工业硅厂、碳素厂、铅溥厂、成都通用公司、振冲电力公司
、希土公司、腊肉厂、60万吨水泥厂等多家工业企业落户其中，开发区产业发展对镇级经济贡献率极
低。
全镇第三产业2365元，占6．5％。
镇运输业和集市贸易较为兴旺，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集镇内。
外出务工总收入1342万元，占36．6％。
生态环境脆弱：水磨镇高山地区耕地零碎、土层瘠薄、地表渗透性差、水土流失严重。
工业经济开发示范区内大部分都是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工业废气、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对同处
峡谷的镇中心区域造成较为严重的大气和水环境污染。
　　3．挑战　　恢复重建工作艰巨：地震造成的损害严重。
地震造成数十人死亡，镇域受灾人口约20000人，房屋受损100％，其中农村房屋倒塌14949间、损
坏9943间、面积达769110平方米，损毁企事业单位房屋66294平方米，企业设备受损90％，造成房屋直
接经济损失41151万元(企业设备未在统计范围内)；水、电、通讯、光缆信息、交通全部中断、损毁，
国家、集体、个人损失惨重。
总之，工业生产、社会经济活动、教育医疗与城镇基础设施等各项建设均受到地震得破坏与影响。
　　外界对水磨镇的关注相对不足。
与汶川县的其他乡镇重建相比较：广州援建县城威州镇，该镇作为县的政治中心对各种内外部重建资
源的吸引强，并且广州的经济实力强，援建资金量大；东莞市援建映秀镇，作为这次大地震的震中，
映秀镇已经不适宜于太多人口居住和进行大规模建设，人口也要外迂，建设规模减少，由于映秀镇是
地震震中，举世关注，所以也能够吸引较大量的外来援助资金建设；卧龙镇的重建得到了香港的大力
支持，会有大量的重建资金；而水磨镇，知名度非常低，外界对水磨镇不太了解，重建工作主要靠佛
山市来支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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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汶川新城水磨镇灾后重建规划建设的成功在于先进的理念和科学的方法，它不仅仅是完成援建任
务，而是创造一个活力、健康、绿色和可持续的新家园。
　　　——海闻 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如果全国有一万个像汶川新城水磨镇这样美
丽的城镇，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形象在世人面前将会大不一样。
　　　——陈可石 教授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
主任汶川新城水磨镇总设计师汶川新城水磨镇的规划设计理念和建设模式对目前灾后重建和我国新农
村建设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值得推广。
　　　——冯长春 教授 科技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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