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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旺：从震后废墟到希望的田野，他用实
际行动勾勒美丽中国

本刊特约记者   洛文

从清华园的年轻学子到县域

发展的开拓者，贺旺将专业所学

融入时代需要，先后参与襄阳、

绵阳等地城乡规划建设，在祖国

中西部大地践行责任使命。从基

层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到政策

前沿的“最初一公里”，他追随

清华建筑哲匠吴良镛先生的愿景，

把目光投向亿万农房建设，力求

让乡村真正走向现代、宜居，“让

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清华建筑人，应该有使命

担当”

“母校是自己内心深处的一

块净土，在这里能够理性、客观、

独立、批判地思考这个纷繁的世

界。”回顾清华求学的“两个八年”，

贺旺认为母校带给他最宝贵的精

神财富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求真

务实的学术精神。

在清华读研期间的一次社会

实践令贺旺记忆犹新。2002 年暑

假，他跟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

授吴良镛先生团队，参与了济南

“泉城特色风貌带”大明湖片区

的规划设计。贺旺记忆中的吴良

镛先生总是精神矍铄，他在现场

1996 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学 习，2001 年、2004 年 分 别

获得建筑学学士和城市规划工

学硕士。2014 年攻读清华大

学社科学院社会学在职博士，

2022 年获得社会学法学博士。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他是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院的规划师。

2008 年 7 月，作为中组部、

团中央特殊选派到灾区服务的

“博士服务团”成员之一，挂

职北川羌族自治县副县长，任

期一年。2009 年 9 月 -2020 年

2 月，先后担任绵阳市城乡规

划局局长、绵阳市人民政府政

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成

员、四川省梓潼县委副书记、

县长。现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村镇建设司农房建设管理处处

长、一级调研员。

贺 旺

用钢笔绘制的草图能够非常精炼

地表达设计思路，被同学们称为

“大师草图”。

除了深厚的学术功底，给贺

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吴良镛先

生和清华规划设计团队服务地方

发展规划的赤诚之心。每一座城

市的规划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挑战，

正如吴良镛先生所说“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济南名胜千佛山向

北远眺有着“齐烟九点”的历史

风貌，为了保护好济南城市景观

视廊，吴良镛先生直言不讳地提

出分区控制城市建筑高度的建议。

针对一些高层建筑影响地下泉脉

的状况，吴良镛先生也提出了意

见。正是在专家学者和当地政府

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济南城市

景观风貌有了高质量提升，大明

湖片区焕然一新，地下泉脉也得

到了很好的保护。

吴良镛先生针砭时弊、为服

务地方建言献策的精神对贺旺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从梁思成到吴良

镛，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清华建筑

人独立思考、服务国家的精神一直

都在。也正是在那一次社会实践

中，贺旺第一次萌生了到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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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技术和

智力支持，

组织协调规

划设计团队

开展新县城

总体规划、

城市设计、

单体建筑方

案征集、项

目实施过程

中的技术把控等工作；作为挂职

县委常委、副县长，贺旺还要协

助做好乡镇和农房的恢复重建工

作，对接山东援建方，使县里在

短时间内有效承接来自外省的大

量援建资金和项目。在这些工作

中，贺旺发挥了“行政—技术”

的桥梁纽带作用。同时，他还作

为北川新县城规划的“新闻发言

人”，设计建造了“板房规划展

示馆”，在这里向世界报告北川

新县城灾后重建的成就。2009 年

11 月，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

出了“北川来了博士团”，专题

介绍了博士服务团典型代表贺旺

在北川开展的工作。

此次北川挂职，不是常态下

对基层的体验或者锻炼，而是临

危受命，真刀真枪地参与到灾后

重建工作之中。在当地党委政府、

山东援建方、以中规院为代表的

全国 51 家甲级规划设计团队的共

同努力下，北川仅仅用了 18 个月

的时间，就在一片农田之上建设

的想法。“清华建筑人应该有一种

使命担当。”贺旺愿像先生们那样

学以致用，在广阔天地有所作为。

把个人成长置于整个国家、

社会发展中，这也是清华一直倡

导的。毕业后，贺旺先后担任襄

樊（现更名为襄阳）市城市规划

管理局副书记、副局长（挂职），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

希望自己在实践前沿和基层一线

磨练意志，同时又能在专业技术

岗位增长才干，早日成为一块名

副其实的“红砖”。

从北川到绵阳，

激情燃烧的岁月

2008 年“5·12”汶川地震发

生后，贺旺主动请缨，作为中组部、

团中央选派第九批“博士服务团”

成员挂职北川县委常委、副县长，

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将在清华的

所学所悟、以及在襄樊三年挂职

积累的规划管理工作经验毫无保

留地投入到北川新县城规划建设

中去。贺旺回忆：“灾后重建是

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事件。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人民

众志成城，各行业被充分调动，

为受灾群众重建家园是所有人的

共同信念，那段时间可以用‘激

情燃烧的岁月’来形容。”

作为博士服务团成员，背靠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贺旺要向灾后重建

起一座崭新的新县城，成为城建

工程标志、抗震精神标志、文化

遗产标志。贺旺也被授予中央和

国家机关“青年五四奖章”和四

川省灾后重建先进个人。

在北川重建完成以后，贺旺

以其出色的工作成绩、扎实的专

业素养受到了绵阳地方政府高度

认可和再三挽留。2010 年底，贺

旺调任绵阳市城乡规划局副书记、

副局长，2011 年 9 月正式担任绵

阳市城乡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

贺旺抱着一个简单的想法：总结

北川重建经验，服务绵阳科技城

建设发展，发挥一个专业技术干

部应有的作用。

作为国务院批复的唯一国家

科技城，绵阳聚集了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简称“九院”）、中

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中

国燃气涡轮研究所、长虹集团、

九洲集团等一大批国防科研院所

和军工企业，是我国重要的国防

军工科研基地和电子信息产业基

2008 年 9 月，贺旺（右 2）在北川县禹里镇老街和中规院同事开

展灾后重建调研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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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贺旺围绕绵阳国家科技城建

设中心任务，组织编制绵阳城市

空间发展战略和绵阳城市总体规

划，突出绵阳山水城市特色，推

进科技城新区建设，牵头科技城

会展中心、科技城创新中心等重

大项目的规划建设。

针对当时绵阳部分企业在旧

城盲目提高容积率造成人居环境

品质下降、城市交通和基础设施

压力日益不堪重负的问题，贺旺

大刀阔斧地出台绵阳市城市规划

管理技术规定，严格执行住宅设

计国家标准，实行土地拍卖规划

条件和技术管理规定双重约束，

严格控制旧城改造容积率，守住

人居环境品质底线，优化旧城新

区人口分布，推动绵阳房地产市

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贺旺还针对绵阳“三线”军

工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提出了保

护绵阳工业遗产的建议。“跃进

路聚集着许多军工企业，朝阳厂

则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一个老厂

区，这些都是绵阳非常宝贵的遗

产，我们把这些街区和厂房完整

保护起来，作为历史风貌街区和

工业遗址公园。”贺旺主持编制

了绵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历史风貌街区保护规划。在他的

积极推动下，绵阳市人大常委会

作出了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和

园林绿地开放空间保护的决议。

凭借着“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

定有我”的信念和对城乡规划、

美好人居的执着追求，他的努力

让绵阳的城乡规划开启了一个新

篇章。

从“最后一公里”到“最初一

公里”

2016 年，贺旺担任梓潼县委

副书记、县长。从专业技术干部

到区县主官，对贺旺来说是一个

较大的转型。贺旺表示：“之前

多是从专业技术角度思考问题，

而主政一方，心中要有大局，要

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梓潼县是丘区农业县，区位

条件并不占优。“县域经济发展

还是要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走

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我们

探索出一条‘文旅兴县、农业富县、

工业强县、绿色发展’的道路。”

基于此，县里重点发展生态农业，

实现“蜜柚 + 生猪”种养结合、

生态循环，并立足农业基础大力

发展食品加工和生物医药产业。

同时，梓潼拥有七曲山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和“两弹城”（九院总

部旧址），生态环境良好、自然

风光秀丽，积极发展文旅产业。

近年来，梓潼县域经济实现新突

破，38 万人的小县，地区生产总

值跨越了 200 亿元。

贺旺发挥专业特长，强调科

学规划引领，打造精品县城。在梓

潼县“两弹城”中，有邓稼先等一

批老科学家的旧居，保存得非常完

整、建筑类型非常多样。贺旺加

大对“两弹城”的整体保护力度，

成功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北川新县城“巴拿恰”羌族特色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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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工业遗产，邀请中国工程院

崔恺院士团队，完成了四川两弹一

星干部学院建筑设计，在尊重“两

弹城”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妥善处理

“新旧”关系，建设红色研学基地。

在任期间，贺旺牵头打造了东辰国

际学校、文化体育中心等多个建

筑精品，提出并推动“潼江河谷”

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和“百里潼

江风光带”。梓潼城乡建设面貌发

生了巨大变化，在当地有口皆碑。

2020 年， 根 据 工 作 需 要，

贺旺调任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司

农房处处长。贺旺认为，如果说

地方工作是一个“面”，那么行

业管理工作则是一条“线”，线

的一头连着党中央，另一头连着

亿万群众。“经过普查，中国有

2.8 亿栋农村住宅，每一项政策都

和亿万农户息息相关，直接影响

着乡村振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

色。”他深知，国家政策落到基层、

服务百姓，需要解决“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但是政策制定是否符合

实际、具有可操作性，这需要解

决政策“最初一公里”的问题。

这不仅是对专业技术知识的考验，

也是基层经验、行政能力和工作

作风的体现。

贺旺围绕着农村危房改造、

农房质量安全提升、现代宜居农

房建设三项重点，致力于做好“保

基本、守底线、提品质、建机制”

的工作。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推

动下，2024 年国办转发了住房城

乡建设部等 5 部门《关于加强农

村房屋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

这是新时期农房建设管理综合性、

纲领性文件，让农房建设有了更

加清晰明确的遵循。

从“最后一公里”的基层实

践走到“最初一公里”的政策制

定，贺旺的视野更为宽广，也愈

发认识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意义。

“应当培育发展高质量的农村建筑

市场，完善农村自建房设计、建

造、运维全生命周期的市场服务体

系。当前，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做好农房设计图集编制、乡村建设

工匠培训与管理等工作，但是终

极目标应当是促进建筑市场供给、

流通、消费、监管、技术标准城乡

一体化。”在贺旺的愿景中，城市

和乡村可以存在生活方式的差异，

但城市和农村的房子在质量安全水

平、居住品质、建设监管上不应有

高下之分。他追随着吴良镛先生的

理想“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

栖居在大地上”，推动政策从根本

上提升农房建设的安全性和宜居

性，保护传承乡土文化，最终实

现“有城乡之差而无城乡之别”、

和而和同、各美其美的理想境界。

贺旺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理

想主义者”，“学以致用、积极

入世、知行合一、敢做敢为”是

他多年来的座右铭。从清华到基

层，从地方政府到中央部委，尽管

经历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角色转变，

他始终用行动回应着国家和人民

的需要。他相信，唯有把个人成长

融入时代的洪流，才能真正无愧

于使命，实现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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