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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苏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经济模式

从“苏州制造”到“苏州创造”、“苏州创意”

的转型策略。在苏州，创意产业园也大有遍地开

花之势。

沧浪区是苏州最古老的城区，苏州市几乎所

有的重点名居、古宅、学校、医院、新闻机构、

园林、图书馆、博物馆、特色街道都集中在沧浪

区。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富的文化沉淀，构成了

沧浪区独特的文化优势，“文化立区”的沧浪模

式在2003年应运而生。从此，非常深厚的吴文化

底蕴，诗意的生活环境，聚集的众多文化资源，

共同构成了沧浪区独特的区位文化优势。

资料显示，在2009年，沧浪区文化产业企业

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7423.9万元。到2012

年，沧浪区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区GDP的比重将

力争达到8%，成为沧浪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和支柱产业之一。

今后三年，沧浪区将重点发展创意设计业、

文化旅游业、工艺美术业、教育培训业、新闻传

媒业、数字内容业、演艺娱乐业、文化中介业这

八类具有一定发展基础和较大发展潜力的文化产

业，并将着力打造南门商贸文化区，三条文化水

廊，一批特色文化街区，突显地域特色，优化产

业布局。

沧浪：文化立区发展特色经济

在创新经济时代，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创意产业的发展规模和程度，已经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综合竞争力高低的标志。

“文化沧浪”是“文化苏州”的缩影。“文化沧浪”的实践，探索出一条彰

显时代特征、苏州特色和沧浪特点的科学发展之路，为苏州古城区在科学发展道

路上树起了新模本。

○ 海鹰

提升产业文化含量

将文化渗透于产业，提升产业的文化含量,从

而在有限的空间内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用文化来提升区域经济的产业层次，形成文

化附加值高的产业积聚趋势，成为沧浪经济新的

增长点。

“沧浪区文化底蕴深厚，文化资源比较丰

富，自古以来就是文人、手工艺者等创造性行业

的聚集地，而沧浪新城的迅速崛起，也为文化创

意产业提供了环境条件。”苏州市沧浪区区委书

记路军认为，沧浪区可以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历

史元素进行提炼，寻求创意文化切入点，尽快形

成产业链，提升产业生存能力和产业文化含量。

路军表示，沧浪区将利用文化形成的磁场效

应，采用三方面的措施吸引更多的人到沧浪区居

住、旅游和投资：第一、创设良好的宜居环境，

通过对辖区内的老新村改造打造宜居环境；第

二、营造人文氛围，让文化沧浪形象从隐性走向

显性，从平面走向立体；第三、构筑五个15分钟

服务圈，力求与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优化空间布局

苏州沧浪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沧浪

区经济发展的良好基础。然而，古城区的土地、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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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等资源不足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矛盾不容回

避。因此，利用古城历史文化优势，在有限的空间

内挖掘无限的发展潜能，成为沧浪区立足区情的现

实举措与面对未来的战略选择。沧浪由此探索出了

一条适应城区科学发展的经济腾飞之路。

路军表示，在产业布局上，一是要重点发

展好沧浪现在的传统商贸业，同时，发展文化旅

游、创意设计、科技创新等三大产业，使现代服

务业成为沧浪区发展的新增长点。第二，在发展

的载体上来讲，因为沧浪的空间相对比较有限，

所以发展载体，建设载体的问题成为发展过程中

的重中之重，沧浪必须建设好南门商贸区、沧浪

新城等几个大型的城市综合体。第三，对于古城

区来讲，更多的是要提升和整合好现有载体，包

括现在的楼宇经济、特色街经济。引进总部经

济、发展楼宇经济，提升特色街区经济。用一种

空间化的楼宇经济，弥补资源的不足；用一种集

聚化的总部经济，弥补产业的不强，从而实现立

体式和可持续的发展。

从发展布局上来讲，必须通过文化古城和

活力新城的精彩互动，进一步提升沧浪城区发展

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因此沧浪区必须树立“空间

发展有限，科学发展无限”的理念。因为通过对

比，沧浪区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其次，结合沧浪区的特点，进一步提升和优化城

市发展空间布局，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提升产

业层次，走一条资源节约型的城区之路，重点发

展占地资源少，发展潜力足，带动能力强的产

业，实现沧浪区经济新一轮增长。

助推文化与经济融合

文化对经济产生作用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就

是以文化聚集人、凝聚人，以鼎盛的人气汇集商

气，从而形成文气积聚人气，人气营造商机的精

彩局面，也造就了沧浪区一个个繁华的商圈，奠

定了文化营造商圈发展的思路。

“作为一种智力型产业，创意产业通过智

力创造开发出科技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并

能对经济产生作用。但这个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

的，往往需要一个厚积薄发的释放阶段。”苏州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查金荣认为，多年来，沧

浪区优秀的文化资源和文人群体没有很好地融

合，使得“文化沧浪”的影响力与沧浪文化优势

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因此，如何把这些化零为

整，如何发扬和融合吴地文化，充分利用文化的

价值，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一个

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对此，沧浪区提出了具体应对策略。在规划

建设特色街区过程中，沧浪区首先将传统的风貌

和现代的商贸有机结合起来。不同的街区有不同

的文化和特色，所以对街区进行规划和改造，最

关键的是要对这些特色街区的文化加以研究，形

成一种特色的街区风貌，加快特色街区的产业聚

集。沧浪将力争在几年内形成十余条商业街。

第二，将文化遗存和民俗风情整合起来，在

整治和更新过程当中，把古建筑的传统风貌、传统

民俗风情和商业有机结合，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地。

第三，将区域文化和企业形象相互渗透。在

特色街区建设中，政府有必要也有义务为这些街

区完善硬件设施。

路军举例说，沧浪区文人辈出，全国十大影

视基地中有4个基地与苏州靠近，分别是浙江横店

影视城、上海影视乐园、吴江同里影视基地、浙

江象山影视城，可以尝试建立影视传媒基地，引

入国内著名影视公司和广告多媒体公司，并逐步

形成影视行业的产业链，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双赢。

业内专家认为，“文化沧浪”是该区近年来

进一步发挥区域优势而提出的全新发展目标，也

是沧浪区经济发展中形成的鲜明特色。打造“文

化沧浪”品牌是沧浪区的“立区之本”、“兴区

之源”。沧浪必须依托自身的人才、区位优势，

沧浪亭位于苏州城南三元坊。始建于宋代，距今有七百余年之久，是苏州最古老的园林之一。沧浪亭野水回

环，极为古雅幽静。园林巧借园外景色，融园内外为一体，其特色是未入园林先成景。图为沧浪亭看山楼。

引智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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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查金荣

文化立区渗透百姓生活 

链接

查金荣，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香

港大学理学硕士。

1990年起从事设计工作，是国家一

苏州是人间天堂。作为姑苏“子

城”，沧浪区有着一个很诗意的名称：

天堂里的“书房”。

来过沧浪的人总会感叹，这座有着

2500年历史的古城非但没有被历史年轮

所沉寂，反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焕发出

别样的特色和魅力。多年的古城保护和

改造，为沧浪参与激烈的区域竞争增添

了厚重的砝码。由此形成的理性思索和

人文禀赋，则是传统与现代、新城与古

城之间的浑然一体。

圆通寺，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

重建于清光绪年间，在数百年的风雨之

后，落寞地成了一间仓库，破败不堪。

级注册建筑师，香港注册建筑师，研究

员级高级建筑师，	江苏省特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

尽管2003年时被列为市控保建筑，圆

通寺曾经的辉煌也只是记忆。2008年

10月，历经一年多时间的修旧如旧，圆

通寺重新焕发出生机，这里变身为一家

以展示油画与高古玉器为主的民间美术

馆。

手捧“宝贝”，却任由败落下去，

怎向后人交代?沧浪区开始尝试引入民

资，借力挖掘和保护这份历史文化资

源。

2007年，沧浪区与民间收藏家高

炳鑫签订了圆通寺保护利用合同，由其

在保护的前提下负责修缮圆通寺。事实

上，重掀盖头的圆通寺赢得赞声一片。

专业会员资格：

中国建筑学会员，	香港建筑师学会

会员，江苏省建筑师学会会员，苏州市

消防支队建筑消防设计专家组成员

近年主要工作成果: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330000m2

苏州东山宾馆三期综合楼17000m2

苏州高新区东渚分区科技大厦

113000m2

中国太湖文化论坛总部30000m2

中国太湖文化论坛会议中心55000m2

苏州工业园区研究生城综合楼

32000m2

苏州大学理工实验大楼25000m2

人们有理由称，这个免费的文体活动阵

地，是百姓自己的时尚雅集之地。苏州

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徐刚毅更是积极评

价说，沧浪区利用民资修复圆通寺，并

在使用中使其焕发“青春”，开辟了文

物保护和传承的新途径。

作为古城苏州的“子城”所在，

沧浪区宝贝不少。被列为全国、省、市

文物保护单位有50处，市控保古建筑60

处。沧浪区文化体育局局长朱敏说，通

过修复、保护，让这些遗产成为百姓心

中的骄傲，其实就是唤回人们对历史文

化的尊重感与传承意识。

沧浪区委宣传部 徐词

争作“创意引擎”，抢占创意产业高地。通过古

城文化的传承，实现对经济发展的一种驱动，同

时用经济的发展反哺古城的文化保护和传承，真

正的实现文化古城和活力新城的双城互动。只有

这样，未来的沧浪区才能通过产业转型、结构转

型、发展路径转型、发展空间转型，走出一条符

合沧浪区实际、特色鲜明、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升

级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