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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中国的山地约占全国陆地面积的67％，山地城镇约占全国城镇总数的50
％。
山地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水能、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
山地区域是多民族的聚居地，是人类聚居文化多样化的蕴藏地。
同时，山区是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和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
我国近30多年的城镇化发展，在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对土地资源节约、生态环境维育、地
域文化延续等方面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破坏作用正逐步从平原地区向山地区域扩展。
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城乡建设事业，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
因此，在山地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中，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尤为重要。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在城市（镇）地区走城乡统筹、和谐发展的道路，
是促进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二，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经济发展的梯度背景，必须采取
因地域资源、文化特点、基础积累的不同而相异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我国西南地区是典型的山地区域，具有人口集聚、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敏感、工程建设复
杂、山水景观独特等特点，亟待开展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实验研究。
　　城镇化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在山地区域尤其突出。
由于不顾地形和环境条件而进行的“破坏性”建设，致使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危
害，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山地区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水土不保，造成中、下游平原地区江河断流或洪灾泛滥。
城镇化伴生的人口集聚和大规模工程建设，致使山地自然灾害和工程灾害频发。
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浅薄化，使山地丰富的地域文化、传统聚居形态、地方技术等丧失。
山地城市（镇）建设明显照搬平原城市的做法，不仅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浪费，而且带来工程质量安全
方面的隐患。
长期以来，西南地区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研究方面比较薄弱，使得城市建设缺乏适应性的理论指导。
　　西南山地特殊的自然与人文资源构成，确定了它在我国整体城市（镇）化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体
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价值。
研究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的适应性理论，不仅是指导西南地区理论建设和城市建设工作的需要，
而且是我国城市（镇）化理论体系整体发展的需要。
西南地区的城市建设，在历史上大多反映了尊重自然、适应环境发展的城市建设思想和地方建筑学的
技术方法。
西南地域独特的城市和建筑形态，与山水环境浑然一体的建筑格局，以及孕育其中的人文内涵和生活
风貌，形成了我国山地城市与建筑的特殊的文化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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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南区丰盛古镇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重庆市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
始建于宋代，明末清初因商贸业发达而兴场，为古代巴县旱码头之首，素有“长江第一旱码头”之称
，其独特的巴渝古商业文化气息充蕴于古街古巷之间，结合历史上“九龟寻母”自然山水格局的城镇
建设，体现了典型的巴渝传统人居环境营建思想。
借古鉴今，本书对丰盛古镇聚居形态、建筑空间、特色资源等方面进行翔实的调查、分析，并基于区
域发展视角，从古镇保护与古镇发展两方面，针对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巴渝小城镇人居环境建设和古镇
生存发展问题做出可资借鉴的探索，并为相关后继研究积累有益的素材。
    本书适用于城市管理工作者、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建筑学、城市规划、环境景观、人
文艺术等相关专业人员、教生阅读和研究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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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1．1发展的背景　　1）城镇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　　近年来，随着镇域范围内有地方特色的
旅游资源得到重新认识和挖掘，以及丰盛镇历史文化名镇地位的确立，发展思路有重大调整和转变，
由过去以农业为主转向保护历史建筑和自然山水，打造独具魅力的自然和旅游生态园，以促进旅游业
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将旅游业作为丰盛镇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带动镇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
发展。
　　2）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城镇化步伐　　国家在20世纪末期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将
对广大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和教育的发展等方面产生重大
影响。
为充分把握和利用这一大好机会，重庆市巴南区丰盛镇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调整城镇发
展战略，使之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走出一条旅游强镇的道路。
　　3）积极发展小城镇，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小城镇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不
断发展，小城镇建设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逐步被认识和接受。
“小城镇，大战略”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积极开展小城镇规划和建设，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发挥其“增长极”的作用，对于加快农
村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4）城镇建设和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　　随着城镇的建设和发展，诸如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范围不明确，保护资金缺乏；用地布局不尽合理；以街为市，占道经营，环境景观面貌差；过境交
通与城镇关系不尽合理；公路及一些高压线穿越分割镇区，严重影响城镇居民的生活和安全；文化娱
乐设施缺乏；部分工厂污染严重；基础设施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古镇迫切需要进行规划，为城镇建设提供技术支持以及规划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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