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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城市
都市人居住的终极梦想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
留在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古希腊
的亚里士多德说。但是城市盲目地扩
张，已经背离了城市存在的初衷，在城市
中，人们虽然享有了众多的资源，但却是
以生活质量的下降、生活成本的提高、生
活压力的增大为代价的；换言之，在很大
程度上，现在的城市并未给居住者提供
美好的生活。

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人埃
比尼泽·霍华德就开始了对城市弊病的反
思，并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解决思路：以
田园城市的理念来革新传统的城市发展

模式。为此，霍华德专门写出了田园城市
的理论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霍华德
畅想，城市不再是一张无限摊大的钢筋水
泥饼，而是被绿带环绕的没有烟尘的小城
市群；城市的道路上不再是拥挤不堪的车
流、人流，而是绿意盎然的林荫大道；城市
与乡村之间有便捷的穿越在田园景致上
的道路，到时，人们既能享受田园生活的
舒适、悠闲，又拥有城市的快捷与便利。
霍华德还在英国伦敦郊区的莱奇沃斯和
韦林建立了两座田园城市进行实践。

就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以及实
践，可以总结出田园城市的几大核心要
素：第一，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一般至
少在5000亩以上（以莱奇沃斯和韦林为
例）才能产生规模效应；第二，交通要十
分通达便利，以满足常住人口的出入；第

三，要有山水资源，为常住人口提供日常
生活资料、确保优质的环境质量；第四，
配套必须齐全，如居住、教育、医疗、商业
等，形成完备的生活区。这几大要素缺
一不可，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田园城
市的肌理。

由于田园城市的理念符合世界城市
发展的趋势，契合了人类追求美好生活
的终极居住理想，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
世界性潮流，从其诞生起就不仅仅是一
种梦想和乌托邦，而且很快成为美好生
活的代名词。

惟有郑西地脉
适宜田园城市

“在郑州，惟有郑西适合建造田园城
市。”在刚刚落下大幕的“2012 郑西发展
高峰论坛”上，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
兴一语中的。在论坛现场，他饶有兴致
地指出了郑西的众多资源：郑西是郑州
的工业产业基地，有民众的经济实力支
持，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有独具特色
的山水林木生态环境。郑州西部主要是
浅山丘陵、荒沟、荒坡居多，对它们稍加
平整，建城市、建商店，建学校、建医院最
适合不过，甚至比平地还因地制宜，这样
的地质地貌高低不平，错落有致，建设田
园城市，简直是天赐之地。现在我们要
建设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要走不牺
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的路子，要节
约耕地，节约平原，保持我们的耕地红
线，更应该充分认识到郑西的区域价值、
郑西的城市价值、郑西的发展价值。

郑西所具有的这些优势正可谓是得
天独厚，无可比拟。正因为此，刘道兴先
生大声疾呼，强烈建议：“郑州西区的发展

一定要定位于建设宜居城市，建设田园城
市，一定要高度重视郑州，特别是大西南方
向千山丘陵、荒沟、荒坡的资源价值。这才
是郑州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应该着力发展
的空间所在。”

助推郑西崛起的宜居健康城的规
划，融郑西独具的山水资源，得力于政策
的高屋建瓴、专家的凝智聚光、企业的身
体力行，一座宜居宜商宜农宜教宜游宜
业的田园城市必将在郑西拔地而起，引
领郑州人居新潮流。

洞林湖·新田城
让田园城市的梦想照进现实

阿尔卑斯山景区入口处，有一醒目
广告牌，意为：请放慢您的脚步，慢慢走，
慢慢欣赏。雕塑家罗丹说：“世上原本不
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

如果你独具慧眼，如果你足够用心，
你会发现，紧邻西南绕城高速、郑少高
速，隶属于宜居健康城东南组团，在一块
堪称郑州至美的7平方公里土地上，在碧
波万顷、波光潋滟、湖光山色、林秀水清
的洞林湖畔，一座历时六年潜心规划的
业态复合、环境优美、文明现代的现代田
园城市——洞林湖·新田城，正在从人们
的梦想变成生动而鲜活的现实。

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美，是人应当如此生活。”在郑西，在洞
林湖·新田城，人应当享有的美好生活正
在向你翩然走来。

千百年来，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让人心驰神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让人迷醉。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的一首《过故人庄》，唤醒了我们心中

尘封已久的童年生活的美妙记忆，定格着我们心灵深处永不褪色的田园牧歌画卷。

当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率攀升、城市一天天在长高、一天天在变大，匍匐、蛰居在都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的人们，不无痛苦地发现，与城市如影随形的是由

于城市人口急剧膨胀、汽车激增而导致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教育、医疗资源短缺、上学就医难乎其难等“城市病”。这些愈演愈烈、有增无减的“城市病”，不仅制

约着都市人的生活质量，影响着都市人的幸福指数，甚至危及都市人的心理健康，滋生诸多心理疾患。

于是，人们像逃出钱钟书笔下“围城”一样渴望逃出城市的樊篱，期冀将身心停泊在一处既有都市的繁华丰盛、多彩多姿，又有着田园的安宁闲适、朴拙野趣

的地方，如同英国哲人霍华德早在1902年就已预言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一样的所在。

这样的田园城市是不是空中楼阁，是不是真的无迹可循？其实，田园城市不是梦，它就在我们身边，当你循着记者的笔迹，将视线和目光投向郑西，将脚步

驻足在洞林湖畔，你会惊喜地发现————

郑州向西 西有田园城市
本报记者 刘文良

上世纪中叶的欧洲，随着“城市病”的凸显，一些较为富裕的
阶层开始迁往郊区，他们白天到市中心区上班，晚上回郊区休
息居住，随之在发达国家兴起了在郊区居住的热潮，即人口居
住的郊区化。随着郊区居住人数的增多，郊区的工业、商业、医
疗、交通等条件和配套设施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提高。尤其是
汽车社会的来临，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了便利，郊区的距离不再
是掣肘人们生活的缺陷，相反，郊区的优美环境吸引了更多的
人聚集。郊区逐渐成为大多数人工作、生活和居住的重要场
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城市过大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有
利于促使城市产业、部门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协调布局，改善
了城市的环境质量。

欧洲如此，位于南太平洋的大洋洲亦然。无论是在悉尼、墨
尔本，还是在奥克兰，真正的城市（City）只是位于市中心的CBD，
不过是弹丸之地，偌大的城区乃是供市民生活、居住的各个组团，
也称之为“卫星城”，高速公路、轨道、火车将卫星城与市中心紧密
相连，这种“离城不离城”的城市格局，让市民上班、下班轻松转
换，绝无堵车之困。在这里，人们是在“生活”，而不是“活着”。

在我国，在本世纪之初，在沿海地区的上海、杭州和广州、深圳
等地，一度流行“半小时生活圈”的居住模式，即办公室相距居住
地的车程，最理想的是半个小时，与国外的郊区式居住非常契合。

应该看到，在郊区化居住的同时，城市发展的模式也有所
改变。先前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大多都是围绕一个中心，一环、
二环、三环……辐射状向外扩充，这被形象地称之为“摊大饼”，
城市虽然“摊”出了规模，但是也“摊”出了问题。大量的资源聚
集在中心城区，造成资源过分集中、分配不均，人群过分密集、
人流量增大，中心城区的交通、环境、医疗、教育等配套资源压
力过大、越发短缺，而在如此境遇之下，人们的生活质量必然会
出现下降趋势，人们不是“生活”，而是“活着”。

有没有一种模式来改变这种“摊大饼”摊出的窘迫局面？
国外的城市发展或许有所启发。比如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
作为世界上园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城市与蓝天、鲜花、白
云、绿树等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建筑掩映在森林与湖泊之中，宽
大的街路两旁是三排并列的观赏林木，地毯般的草坪严密地遮
盖着每一块空地。居民区内只设绿荫蔽天的人行道和自行车
道，不许机动车辆进入；郊区有大片的森林，是市民假日野餐、
露营的佳境。这里没有大都市中比比皆是的摩天大楼、广厦万
间、“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熙熙攘攘，没有过于拥挤的城市中心，
市中心和郊区浑然一体。

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城市的不同区域根据其自身的特征和
资源优势，分别给予不同的定位，承担不同的功能，构成不同的

“组团”。这样一来，组团发展就避免了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
扩张造成的“大城市病”，又有利于形成以各组团相互协调为特
征的区域互补，从而实现城市结构效率的最大化。组团发展因
此成为城市规划和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郊区化居住、组团式发展
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敬请关注明日“2012郑西发展高峰
论坛系列报道”之三：《郑州向西 西有洞
林湖·新田城》。（郑西发展咨询热线：
0371-87099999/65736666）

有着“田园城市”美誉的洞林湖·新田城总体鸟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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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质纪元前的蛮荒时代走向文
明后，这块土地也许是第一次有如此
之多的瞻仰者——它的传人带着爱、
渴望、笑脸、虔诚前来拜谒，这个普天
下华人祭祖的隆重集会，呈现出繁花
似锦江山多娇的气象，令人怦然心动。

这是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所
带来的震撼。而今曲终人散繁滟渐褪，
然而黄钟大吕气韵不绝——4 月 6 日
（农历三月十六），河南省黄帝故里基金
会联合河南省酒业协会、河南浙商酒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仰韶酒业有限公司，见
证“黄帝大典酒”开坛拜祖典礼，同时正
式启动“浙商酒行大爱基金”。

每个民族之所以兴衰成败，除了外
在原因外，总有其作为民族特点的内在
原因，黄帝大典及其后“酒礼”、大爱基
金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充满智慧、健康自
信、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对于中华民族
的珍贵献礼。

于此阵容中，来检阅仰韶文化在
传统层面与黄帝文化的递进与衔接，
仿佛在喧哗街区之一角欣然见到一方
璞玉，那种乍见古朴、清新之气蜂捅而
来的喜悦之情，喷涌而出。

仰韶文化是这样的一块璞玉，仰
韶彩陶坊酒，是这个庞大文化系统中
的杰出代表！

辗转仰韶这几年

36岁那年，侯建光出任仰韶酒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时候，已经在本单
位工作了 13 年。当年从校门而及酒
厂，人生目标即已确定：一生做一瓶好
酒。猛士发于卒伍，从最基层做起，他
和仰韶一道创造了辉煌，并被辉煌引
领、拉升姓氏的含金量。

现在舞台更大，但是履新的时机，
显然不是锦上添花的心情，豫酒整体
式微的势态、仰韶否极泰来的转折，是
螺旋式上升的前奏，还是前途未卜的
惆怅？一切如云如雾，徘徊在年轻的
董事长心头。

也许所闻有限，也许是嬗变的艰
辛，又，也许是媒体只为成功者歌——
我们至今未见传媒界对仰韶酒业在这
次转型变迁中的详尽报道，而他再度
出现在新闻视角则是一个华丽嬗变的
身影，从之前的普通大众型“光瓶仰
韶”，一跃成为富含仰韶文化因子的酒
中尚品。这种华丽，隐含了新闻镜头
不多披露的疲惫。

酒客们该记得，仰韶几年前出品
过一两装 70 度酒头，业界多称之为

“仰韶小酒头”，曾有一度，台湾政要品
鉴小酒头的报道不断传播；近两年仰
韶又推出了全新的陶香型高端白酒仰
韶彩陶坊酒，特型演员刘劲、名导陈凯
歌先后为仰韶彩陶坊酒做形象代言
人。这一款形制特殊的系列酒水集萃
了省内外酒体设计、包装营销等多方
面的专才，白酒专家、河南省食品研究
所前所长刘建利，仰韶酒业的韩素娜

等人组成了一个强力的技术攻关班
底。刘建利谈起仰韶彩陶坊酒，喜形
于色：“九粮酿造，81道先进、复杂、严
谨的生产工艺过程所产生的酒香典
雅、绵软回甜、自然和谐、余味悠长的
美酒，肯定会得到众多消费者的喜
爱。”

正应专家所言，仰韶彩陶坊酒上
市以来，南下北上，尽展河南名酒的魅
力与风采，2010年7月被指定为“河南
省接待用酒”，2011 年 1 月荣登豫酒

“六朵金花”之首，同年6月，又随河南
省省长郭庚茂率领的参访团，登上宝
岛台湾，并作为中原厚礼赠送给台湾
政坛要员，密切亲情，促进合作，架起
了中原和宝岛的友谊桥梁；同时，仰韶
彩陶坊酒还以“中国国礼，国家名片”
的身份漂洋过海，被美国、英国等 30
多位国家元首收藏。如今，这款集仰
韶文化、仰韶酒文化以及现代生物技
术于一体的优秀产品，正代表着中原
文化、河南形象、地域特产展现着河南
对外的窗口，接受世界消费者的品尝
和鉴赏。这些，除了提升仰韶美誉度
之外，还有人进行多维解读：高端、政
务；两岸一家，根脉所依。

仰韶彩陶坊的成功凝聚了侯建光
全部的心血，每出品一批仰韶酒品，他
必须亲口品鉴，准许之后方可发布上
市（这一点颇似 LV 的总裁潘科内西，
对于每季几千件单品会一一过目）。
不少与侯氏相与甚深的人知道，在酒
桌上他并非海量。这种作为监制人与
酒客的不同，矛盾而和谐地叠合在其
人身上。

众志成城共一心

2012 年 3 月 10 日，“品仰韶，洗征
尘”的欢迎宴会在渑池举行。来自省
会城市的媒体代表、优秀经销商、省酒
业协会负责人、浙商酒行的投资人一
行抵达于此，使这个以“秦赵会盟”、

“将相和”盛名于史的地域再添一重喧
哗、再增一缕沉思。

席间有自娱节目，在主持人力邀
下，侯建光放歌一曲《三国演义》主题曲：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
声音超越年龄，苍劲、壮阔……站

在历史的轨道，回望，江山如画；前瞻，
春潮涌动。仰韶，在什么位置呢？

仰韶酒厂的行政楼前，悬有很长
的条幅：“为中国酒业引领世界消费而
持续精进，使仰韶文化成为影响人类
的伟大智慧。”理念？目标？方向？诉
求？说什么都不为过。

这是一个百年大梦。是侯建光和
团队共有的英雄梦。

生于斯土，回报桑梓，这位豫西男
子自信且坚毅：“从历史传承和文化滥
觞来品味仰韶文化，她无疑是华夏文
明之根，中国酒文化之源。仰韶文化
时期造酒有历史记裁，因此，仰韶酒
业明确的诉求就是‘华夏龙脉，国酒
之源’，中国白酒最好的品牌不是茅
台而是仰韶。要想做到第一，要 100
年之后，这需要仰韶人孜孜不倦地努
力，中间不能出任何差错。”

以此精神掌舵仰韶酒业，千年仰韶
再遇知音，2009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原
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为侯建光颁发

“仰韶文化传人”奖牌时，一时掌声雷动。
在文化阵仗之中，在营销策略之

中，大批仰韶酒人恪尽职守，共克时
艰，使仰韶文化得以赓续，保存了民族
精华，靠的就是这种精神，这里，不妨
暂且誉为“仰韶精神”。

以笔者对仰韶酒业有限的接触
面，罗列几件小事，聊以佐证：2010
年，一个叫杨国强的勾兑员，在参加三
年一度的省白酒“品酒师”国家职业技
能培训和鉴定活动之前的几天，忽然
遭遇车祸，左腿骨折。根据医嘱，他不
可能参加本次学习，但他坐上轮椅，由
父亲和弟弟陪护，执意前来；工程师韩
素娜，在为仰韶彩陶坊酒定位“陶香”
前夕，拜会酒界泰斗百岁老人秦含章，
从对方起初的心理拒绝到后来品鉴后
的欣然认同，居功甚伟；为在央视推广
选择主题词，仰韶遍请高手推荐，根据
无记名投票选择，最后胜出的“陶香中

国 天地人和”出自该企业员工。
与“一生做一瓶好酒”相呼应，卫

凯的终极目标是“一生卖一瓶好酒”，
卫的身份是仰韶营销有限公司总经
理，在一些答谢宴会的场合，他常有一
首保留曲目——《爱拼才会赢》。

新风拂面意气扬

3 月 11 日，“春到豫酒仰韶行”举
行了一场荣誉职工的授受仪式，蒋辉
从侯建光手中接过仰韶酒业的荣誉职
工证书后发言：“能够成为仰韶酒业的
荣誉职工，是我数年来的一个心愿，我
为此曾向侯董事长几度表达此意，之
所以钟情仰韶，不仅仅在于它的酒质，
更多的是几年来仰韶酒业拼搏的一条
道路令人敬佩……”

作为河南省酒业协会的秘书长，
此举显然具备明显的价值趋向。而该
会会长熊玉亮，面对新闻界时似乎更
加高调：“我个人饮用的以及协会招待
用酒，用的最多的是仰韶酒。”旺销于
世的仰韶彩陶坊三款酒品——天时、
地利、人和，至此似乎已经达到浑然一
体、无往而不胜的境界。

喜事不断——今春，老仰韶成功改
制，新仰韶扬帆起航，仰韶酒业拥有了明
晰的产权，几乎同时期，经由黄帝大典基
金会负责人之一的黄黎明先生斡旋，仰
韶为三月三的黄帝大典奉献了3300瓶

“黄帝大典酒”。黄帝时期系仰韶文化
的中晚期，史料曾载“酒之所兴，肇自上
皇”，选择仰韶酒业制作“黄帝大典酒”
的深意，可谓华夏历史文化的一种挖掘
和追溯，在政治、文化层面或可延展为
客家文化在寻根归途的文化共融。

黄钟奏鸣，玉质金声。改制后的仰
韶酒业迎来了自己的龙腾气象，并逐步
落实之前那些空中悬浮的计划，这里发
布一组“数字里的仰韶”——未来3年
内，销售收入要达到15个亿，使“仰韶”
成为中原白酒名副其实的第一品牌。
未来5年内，销售收入要达到30个亿，
使“仰韶”成为中国白酒名副其实的骨
干企业。在生态酿酒建设方面，2012年
仰韶酒业将新建500吨陶香型车间和
2000吨清浓复合香车间各一个，进一步
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原酒战略储备。

同时，为了比肩国内，仰韶酒业将
在闻名遐迩的贵州赤水河畔建设高温
制曲分厂，利用南方有利的自然条件，
以提升工艺水平，提高原酒质量。

一种文化一旦插上翅膀，它所修炼
而成的软实力，必将挟万钧之重，流播千
里，流芳万年。黄帝如是，仰韶如斯！

王见宾

4月6日（农历三月十六），河南仰韶酒业董事长侯建光（右一）与
领导、嘉宾一起启动“黄帝大典酒”开坛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