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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汶川伤，国之殇！
5·12汶川大地震让许多人家园受损，可慰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上下倾力相助。
战士、医生、志愿者⋯⋯纷纷奔赴震区最前线，抢险救灾大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当抗震救灾工作进入重建阶段的时候，又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
他们没有出现在电视上，也没有出现在报纸里，却深入灾区的每一村，每一寨，每一乡镇，为灾区人
民重建家园描绘蓝图，点燃希望。
　　他们，就是为汶川灾后重建作科学谋划的广东规划师！
　　他们，亲临灾区现场，为汶川绘制最新最美的蓝图；他们，与汶川人民心手相连，重筑生存空间
与精神家园。
他们，是我省援助汶川灾区重建的先行军；他们的行动，是全省规划界向汶川人民奉献爱心、伸出援
助之手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
　　根据中央与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广东省对口援建汶川县，湛江市对口援建龙溪乡。
据此，我厅和省城市规划协会迅速反应，发出了紧急动员、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现场的倡议。
湛江市城市规划局、湛江市规划勘测设计院、广州市科城规划勘测技术有限公司派出最精干的技术专
家组成了11人的“龙溪乡灾后恢复重建规划项目组”，于2008年8月2日至8月15日，奔赴灾后重建规划
的“最前线”。
在半个月时间里，他们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无畏前行，走遍了龙溪乡每一个村寨，圆满地完成了实
地踏勘任务。
　　龙溪乡地处汶川县西北角，是汶川县平均海拔最高的一个乡，也是最穷的一个乡。
全乡九个村寨，或在深山，或在峡谷，基本不能通车，道路艰险。
　　震后的龙溪，环境更为恶劣，条件异常艰苦，不仅基本的生活物资供给、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
亟需恢复，而且，余震时有发生，滑坡、泥石流的险情频频出现。
正是在这样的艰难险阻中，项目组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深入灾区展开现场踏勘和实地调研，取
得了详尽的现场资料，为龙溪乡重建规划的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最终，落实到图纸上的每一处数字和线条，都展现出规划师的热情、责任与创新精神；表达在
规划成果上的每一处文字和图表，都饱含着规划师的情感、逻辑与奉献社会的精神。
　　由于龙溪乡是羌族聚居地，有着独特的人文风情，如何在重建中发扬民族特色，成为本次规划的
一个关键领域。
项目组提交的规划方案，充分贯彻“尊重自然、尊重当地文化、尊重普通百姓的利益”的工作方针和
方法策略，并结合龙溪乡实际情况，较好地兼顾了发展中保护和保护中发展的要求；在地方特色塑造
上，规划师们尊重当地的历史风貌、建筑风格和民族习俗，注重体现羌族特色和本地风格，为建设具
有独特个性的龙溪乡而不懈努力着、思索着、探讨着。
　　由此可见，规划师不仅要做生存空间与精神家园的设计者，同时还应成为民族文化的维护者与传
播者。
　　《重筑生存空间——汶川龙溪乡灾后规划纪实》不单记录了项目组成员在龙溪乡的踏勘和研讨，
还记录了规划师对龙溪乡灾后重建规划的思考与探索，以期从另一种角度去记录汶川大地震这个人类
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片段。
从这个真实的片段，可以看到同舟共济的关爱，可以读出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思考，更可以感受到规
划师的胸怀、理念和对未来的态度，而这也是每一个关心灾区重建的人、每一个规划设计工作者都应
该关注的。
　　期望本书对希望了解灾区重建规划实践的学者、规划师、建筑师等各界人士有所帮助，也期望能
借此促进规划界与业界的沟通和互动，与灾区人民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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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筑生存空间：汶川龙溪乡灾后规划纪实》由肖刚、陈革编写。
由于龙溪乡是羌族聚居地，有着独特的人文风情，如何在重建中发扬民族特色，成为本次规划的一个
关键领域。
项目组提交的规划方案，充分贯彻“尊重自然、尊重当地文化、尊重普通百姓的利益”的工作方针和
方法策略，并结合龙溪乡实际情况，较好地兼顾了发展中保护和保护中发展的要求；在地方特色塑造
上，规划师们尊重当地的历史风貌、建筑风格和民族习俗，注重体现羌族特色和本地风格，为建设具
有独特个性的龙溪乡而不懈努力着、思索着、探讨着。
　　由此可见，规划师不仅要做生存空间与精神家园的设计者，同时还应成为民族文化的维护者与传
播者。
　　《重筑生存空间：汶川龙溪乡灾后规划纪实》不单记录了项目组成员在龙溪乡的踏勘和研讨，还
记录了规划师对龙溪乡灾后重建规划的思考与探索，以期从另一种角度去记录汶川大地震这个人类历
史上重大灾难的片段。
从这个真实的片段，可以看到同舟共济的关爱，可以读出科学的精神和理性的思考，更可以感受到规
划师的胸怀、理念和对未来的态度，而这也是每一个关心灾区重建的人、每一个规划设计工作者都应
该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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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1995年，村里便集资修路，村民们异常踊跃。
据说，当时有位老太太把为自己准备的棺木都卖了，给村里集资修路。
可见公路对于直台村的重要，村民都渴望能有一条好走的路。
终于，在2005年，龙溪乡政府投入200万在乡内修筑公路，直台村也得以通车。
但好景不长，才三年，5·12大地震就把路崩塌了，残酷地把直台村拉回了交通闭塞的状态。
　　我们在村长的姐姐家里吃午饭，主人是一位勤劳朴素的羌族妇女。
村长说：“十年前，我姐姐在回家的路上掉下山去了，可上天保佑，她受了重伤，在床上躺了半年后
，她康复了。
”　　女主人听后笑了笑，在她的脸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当年留下的疤痕。
她没有接下话去说当年的事情，却微笑着说：“我有四个娃娃，都到外面打工去了。
”脸上满是欣慰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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