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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太古里：

以现代诠释传统
远洋太古里位于成都市中心，总占地面积

74000 平方米。由太古地产和远洋商业共同打
造，包含一座开放式、低密度的街区形态购物中
心，一家拥有100间客房、由太古酒店管理的都会
风尚酒店——博舍，配有42间客房的服务式住宅
以及47层高的国际甲级办公楼——睿东中心。

坐落于历史文化氛围浓郁的大慈寺片区，成
都远洋太古里秉持“以现代诠释传统”的设计理
念，将成都的文化精神注入建筑群落之中，这座城
市的色彩与质感，成都人的闲适与包容，点点滴滴
的地域特色都在房屋、街巷、广场一一呈现。

不同于传统的室内购物中心，成都远洋太古
里的建筑设计独具一格，以人为本的“开放里”概念
贯穿始终。通过保留古老街巷与历史建筑，再融
入2～3层的独栋建筑，川西风格的青瓦坡屋顶与
格栅配以大面积落地玻璃幕墙，成都远洋太古里
既传统又现代，营造出一片开放自由的城市空间。

在深刻理解成都这座城市以及当地消费者生
活习惯的基础上，远洋太古里首创“快里”“慢里”
概念，并精心选择品牌和业态创造出“快耍慢活”
的全新生活方式。

“快里”主要是国际奢侈品牌，“慢里”则包括
户外就餐体验、咖啡店和生活方式，中间则辅以时
尚品牌为主的“中里”作为过渡区。

自开业以来，共吸引了超过300个品牌入驻，
其中包括众多品牌的旗舰店、体验店与概念店。

文化创新融合发展的成都范本
郑报融媒记者 刘春兰 覃岩峰 王亚平 文 宋晔 图

看亮点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古
代描绘成都的诗歌激发着对历史成都的审美
想象，从古至今，无数文人骚客在这里挥毫泼
墨，留下千古余香的篇章。

城市发展离不开文化进步，观念进步离

不开文化浸润。从宽窄巷子、春熙路到远洋
太古里，从过去到未来，记者一行在成都处处
都能感受到本土与国际接轨、文化与时尚交
融的气息，一如既往地传递着成都的城市气
质，表达着成都的文化自信。

国家中心城市的成都目标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城市”，一路走来，记
者了解成都文化、产业、双创等体系发展，探寻成都
跻身国家中心城市的蓝图美景。

去年 5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成渝城市群
发展规划》，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
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
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到
2030年，重庆、成都等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将
明显增强。这是国家层面首次明确提出成都国家
中心城市的定位。

不久前，在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
上，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表示，要大
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功能。
用好驻蓉机构和国际友城资源，深化拓展国际合
作；用足国际空港和国际铁路港“两港”资源，高水
平建设国际门户城市；用活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提高经济外向度。

记者了解到，成都将用 10年的时间，完成建设
内陆开放门户城市、亚洲内陆综合性经济中心城

市、国际创新型城市、国际交往中心城市、国际生
态宜居城市五大任务。2025 年的成都将实现进
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6.5%，利用外资实际到位额达
到 150 亿美元，世界 500 强企业入驻数达到 300
家，境外游客入境人数达到 850 万人次，驻蓉领
事机构达到 20个，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25000
亿元。

从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召开至今，成都
的“国家中心城市”速率日益加快：从东进、南拓、西
控、北改、中优的“十字方针”，到全日制本科生凭
毕业证落户；从发展 66 个重点产业园区（聚集
区）到建设四大产业新城，重磅消息接踵而来。
据悉，成都市发改委已着手编制《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行动计划》，为成都重
塑经济地理规划行动方案。

显然，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号
角声声中，成都，这颗镶在祖国西南的
璀璨明珠，将凭借这一时代机遇再一
次掀起了开放发展的大浪潮。

文产融合塑造城市独特印记

成都熙熙攘攘的车流与人流，见证
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对于成都人来说，文
化自信不仅仅来自传承，还在于周而复
始的创新，敢于吃螃蟹的精神。

郫都区友爱镇农科村是西汉大儒扬
雄故里，上世纪 80年代，中国第一个农
家乐在此诞生，成为市民在高楼林立的
城市生活中乐享青山绿水、实现城市农
村和谐发展、共生共赢的成都范本。

踏入农科村，青砖灰瓦白墙间，绿树
成荫，沿小路前行，这里一户一院，一园一
景，奇花异草争奇斗艳，盆景艺术巧夺天
工，一片片竹木葱郁，一处处小桥流水，一
座座川西民居构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农科
村工作人员介绍，1986 年，郫县农科村
人徐纪元在自家的农家院落里创造出了
中国第一家“农家乐”,开创了全国休闲
度假旅游新模式。数年间，农科村徐家

大院从一栋红砖青瓦房发展到现今的酒
店式五星级农家乐，多次被国内外媒体
专题报道。

农科村在游客眼里是个“没有围墙
的公园”。走在村中可谓移步换景：徐家
大院里，四代农家乐诉说着农家旅游的
发展变迁；中华盆景园里，盆景桩头展示
着川派盆景的博大精深；静香园里，紫薇
篱笆、梅花小亭、海棠花廊，幽香恬静，园
如其名……乡俗符号、传统元素巧妙搭
配，田园乡趣、农家庭院精美组合，春天
海棠盛开、秋季金桂飘香。耕耘桥、子云
廊园、农耕文化园、天府灌溉山水长廊、
豆瓣豆花坊等“农科十景”，展示着汉赋
蜀学、天府农耕和灌溉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是
一座城市的根与魂。记者了解到，今年
成都两会提出，今后五年要深度挖掘成
都作为全国十大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的

独特魅力，大力弘扬古蜀文化、三国文
化、大熊猫文化等特有文化，加强古蜀文
化遗址、工业文明遗址、历史文化街区、
名人故里、古镇、古村落、古建筑等自然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传
承成都故事和民风民俗，留住天府文化
的根脉和记忆。加大天府文化品牌打造
和营销力度，精准实施对外文化交流活
动和城市形象推广，高水平建成成都中
心、天府中心等城市文化地标。

激发文化创造，立城市之品。成都
将优化文创产业空间布局，构建文创产
业集聚区和文创产业带，打造一批重点
文创产业园区和文创特色街区。推动
文创产业跨界融合。优先发展现代新
兴文化业态，推进传统文创产业转型升
级，构建以音乐、文博、设计、动漫、影
视、传媒、文学创作等为重点的现代文创
产业体系。

古今情怀筑牢成都文化自信

谈感受

郫都区友爱镇农科村：

开创新农村建设新模式
友爱镇农科村位于成都市郫都区西部，是西

汉大儒扬雄故里。全村面积 2.6 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2400余亩，辖11个社，686户，人口2332人，
人均耕地 1.02亩，花木种植面积 2300余亩，核心
景区占地800余亩。

农科村开创了乡村旅游业和新农村建设新模
式，先后荣获“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国
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园林城镇”“全国文明村”

“中国十大最有魅力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等称号。获得四川省唯一“全国美丽宜居村
庄”“成都市首批特色示范镇”殊荣，被列为农业部
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和全国农家旅游服务业标
准化试点单位。现有乡村酒店（农家乐）36家，其
中星级乡村酒店（农家乐）22家，景区以观光、休
闲、体验、赏花为主要特色，2016年接待游客 275
万人次，旅游收入1.82亿元。

城市气质的练就，绝非一日之功，须
岁月轮回、光阴辗转，才能沉淀而出。

成都远洋太古里位于春熙路商圈的
东部边缘，区间店铺运用了钢结构而非水
泥，装修各异，却又保持了统一的巴蜀风
格，即使不爱逛街的你，都会忍不住停下
来品味一番。

GIVENCHY的独栋概念店，店铺整体
设计以西方现代主义糅合中国古典气质，
更融合了成都大慈寺地区历史悠久的古老
建筑风貌，搜集了6栋老建筑的废弃砖头砌
筑而成；时尚大牌GUCCI坐落在最显眼的
位置，有质感且通透的玻璃幕墙，在夜晚展
露的 那 一 面 似 乎 更 美 ；HERMES 耗 资
4000多万特地从葡萄牙空运到成都的外
墙石材，在夜晚发出橙色光……

若论这里最不同之处，就是在熙熙攘
攘的商业街区内，建于公元 3世纪至 4世

纪之间的大慈寺宁静依旧。“建设之初就
要求所有建筑高度均不得超过大慈寺的
最高高度，大面积以灰瓦为主色调的坡屋
顶，和寺庙红墙形成对比，如果从空中俯瞰，
远洋太古里的动线设计亦是围绕大慈寺呈
现出U型，被分为’快里’’中里’和’慢里’。”
成都远洋太古里物业营运副总监马泽丹介
绍说，太古里践行了快慢呼应、文化传承、空
间共享、永续都市的规划理念，通过多元化
的户外空间关系，呈献出一个由街道、里
巷、广场交错组成的都会休闲中心。

能与老成都、古建筑、商圈进行充分
融合的远洋太古里，也是国内 Lifestyle
Center中的佼佼者。

太古里的地下则有熟悉的商场的味
道，但又不尽相同，你若抬头仰望，会有特
别发现，比如有些区域故意做旧，有的地
区则有特殊的地域风格设计。不得不提

的是，一个 4000平方米、纵线达 100米的
方所书店。在这里，遇见装进文艺里的生
活，高低纵横的廊桥、书品与精致的生活
摆件、咖啡、展览空间等融为一体。人们
沉浸于此，肆意享受休闲时光。

据介绍，现在的太古里每天都有数万
计人流量，暑期高峰甚至日均达十几万。
站在穿越古今的太古里街区，你很难想象
在2010年之前，成都甚至没有高端购物中
心，只有老牌百货店，王府井百货、百盛等
等，随着远洋太古里等新形态商业中心的
开业，吸引世界一流品牌不断入驻，其中
不少都是“中西部首店”。

这样创新形式的街区悄悄改变了成
都人对于“逛街”的定义，定义了全新的生
活方式，每一场展览和活动，每一位游客
以此为背景晒出的照片，都在推介着成都
的底蕴和气质。

成都规划馆：

了解成都的窗口
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南区）锦晖西一街88号，

是对外展示成都开放型区域中心和国际化城市的
重要窗口，充分体现成都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
化、充分国际化的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的发展理念。

成都规划馆建筑面积 15000平方米，布展面
积 12000 平方米，共四层。一层为大气美观、具
有成都文化底蕴的接待大厅；二层综合展示人文
成都、全域成都、生态成都、城市历史记忆和城市
发展足迹；三层集中展示产业成都、宜人成都及城
乡统筹；四层为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展
厅，充分展示天府新区“三位一体”、“四态合一”、

“产城融合”、宜业宜商宜居特点。

太古里将成都的文化精神注入建筑群落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