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棚改何时启动？
棚改区限高规划年底出台

今年初，长沙市城乡规划管理局在官网
公示《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下称
《规划》），《规划》 在长沙河西和河东城区各
划定了一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其中河东风貌
区的核心区范围北至人民西路，南达劳动西
路，东至黄兴路、人民路、白沙路、城南路，西
邻湘江大道，即化龙池巷所在地。

《规划》要求保护传统历史街巷格局和建
筑形态肌理， 将核心区范围内建筑高度控制
在18米以下。

“高层建筑对传统文化带来的伤害不可
逆。”长沙市城乡规划局总规划师解成说。

为商业开发让步数次后，解成这次不准
备再让。他的办法是，加紧报批流程、争取
《规划》在今年内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棚改之后会变成怎样？
化龙池将变“立体城”

“化龙池棚改， 会百分百尊重限高规
划。”芙蓉城投一位负责人称。

他说， 化龙池棚改启动所需资金数额
庞大，“至少要十个亿”。仅靠地上商业回报
不够，公司提出结合地铁1号线开发地下商
业，打造“立体城市”。计划2014年底通车的
1号线贯通长沙城南北，其中黄兴广场站距
离化龙池不到100米。

提及早先接受改造的坡子街和湘春路
两条历史文化名巷， 该负责人称会吸取二
者的经验和教训， 商业开发同时尽量保留
老街巷的味道。“这是类似公园的公益性项
目，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概念性规划方案待
年底报长沙市政府审批，何时启动未定。化
龙池以后还会有人住， 现有的酒吧文化会
保留、提质甚至扩大。”

对此答复，解成喜中有忧。他说，“《规
划》 是将化龙池建筑高度限制在18米以下
的唯一依据， 尽力争取在棚改项目启动前
出台。”

不是没有先例，《规划》 首次接受专家评
审是在8年前，后不了了之。

■记者 叶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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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事

10月12日下午3点，化龙池麻石路。
一条白狗静趴小寐，几只黄猫陆续窜出，片刻又陆续在支

巷消匿。巷里白天鲜有人走动，晚上8点后才开始热闹。
这条340米长的麻石路，铺于一百年前。
两侧原来大多是民国时期的两层木制民居，“乌托邦”酒

吧主高浪第一次走上木房二楼时， 感觉整栋楼都在晃。2009
年，紧密聚集的木房纷纷被改造成酒吧，吧里水电等基础

设施尚算齐全，店员每月得去社区接受消防培训。
“化龙池酒吧街完全是我们自发形成的，
有长沙特色。”高浪说，化龙池酒吧街介

于同城解放西路大酒吧街和太

平街清吧街之间， 洋酒搭配路边烧烤让巷子显得既热情
又接地气，“有阵子夜里外面不能摆烧烤摊，总是觉得
少了一股烟火气。”

2010年，他的员工从香港转机去泰国，在飞
机上看到电子屏播放化龙池旅游广告时很
激动，“化龙池酒吧街成了长沙名片。”

高浪正花巨资重新装修酒
吧， 不太理会张贴在酒吧街
尽头的化龙池棚改项
目简介。

百年老街。
酒吧街。
名片街。

化龙池棚改变身“限高立体城”
百年麻石路改造，带走一条老街的记忆

本报10月18日讯 面对百年老街
化龙池，历史文化保护和商业开发这次
似乎有了融合的诚意。

根据长沙市城乡规划局正在报批
的一部规划，芙蓉区化龙池棚改项目所
在地将来不能建超过18米的高楼。

棚改融资方心平气和表态，化龙池
不会突破高度红线， 它会向地下发展，
变身为一座现代“立体城”。

为何棚改，谁拆谁留？
保留三古宅，拆迁400多住户

2009年，长沙市政府启动三年棚改
计划：3年内完成城区720万平方米旧危
房棚改。棚改中，长沙市政府创造了一
个新名词，“有机棚改”。

长沙市芙蓉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
司（下称“芙蓉城投”）一位负责人称，他
理解有机棚改有三层意思： 首先是棚
改，意在改善民生，凡破旧房屋均需拆
除；其次是有机，保留街巷肌理，不能大
拆大建；最后则是注入新商业功能。

化龙池棚改项目位于蔡锷路、大古
道巷、 黄兴路、 人民路围合区域内。
2010年上半年， 芙蓉城投公司第一次
进入化龙池摸底， 随后又摸底两次，最
终将拆迁户数和拆迁面积分别定在
400户左右和4.5万平方米上下，其中约
4万平方米是住宅，剩余5000平方米属
于商业及其它。

棚改范围内， 古善化县学宫照墙、
清书法家何绍基蹯石房故址、著名抗日
将领刘建绪公馆这三处历史遗迹会被
保留。

谁是变身大导演？
上海新天地原班设计团队打造

2010年4月， 化龙池棚改初步概念
性方案经市长办公会审核通过。比选国
内外数家设计公司后，芙蓉城投将深化
设计方案的重任交付世界顶级设计公
司日本株式会社日建设计，理由是该公
司在融合历史文化与商业街区方面“有
丰富经验”———比如成功打造了上海新
天地。

上海新天地前身是破旧的上海近
代建筑居住区，改造修旧如旧，保留砖
墙、屋瓦和街巷布局，对屋内陈设进行
装修， 现在新天地被认为是散发浓郁
“海派”风的都市旅游点。

长沙化龙池和上海新天地面积
相当， 面临的历史文化保护难题类
似， 芙蓉城投称前者在规划设计时
“基本参照”后者，除了一条：化龙池
需面临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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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长沙市化龙池巷将进行棚改，改建后的建筑高度不能超过18米。

胡年辉在这个巷子里修了16年箱包，
他说，如果棚改完还能在这里就好了。

本组图片均由 实习生 李健 摄

16年的修鞋匠：“有些东西不是越新越好”
大古道巷南边的箱包维修店开了16年， 价值上万的包和30

元的手袋混堆在一起。胡年辉16年里没开过一张取包凭证，来照
顾生意的都是附近街坊，彼此熟知。

一个月前，一位50多岁的陌生男人提一只20寸的皮箱走
进店里，慕名请胡年辉帮忙看看。“皮箱用了十多年，他说有
感情了，舍不得丢。”胡年辉麻利装上新滑轮，给箱子一遍遍
擦拭皮面上油，“感情是很重要的，有些东西不是越新越好。”
男人一直坐在门口抽烟，接过箱子时对胡年辉说：“你这个手
艺一定要保留在这里。”

“如果棚改完还能在这里就好了，只怕回不来了。”胡年
辉说，店对面古道巷棚改拆完准备砌高楼，化龙池应该也快
了，从巷子搬走之前他会在门上贴张纸写上新地址，有人打
电话他仍然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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