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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新重大，我有金点子 

——探索老校区校园文景一体高质量建设 

                                          基建规划处  孔明亮 

重庆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这所历史悠久的学府自创

立以来，始终秉持卓越教育质量和深厚学术底蕴，为国家和

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站在百年校庆的重要节点上，一

个与之相匹配的高品质校园环境是名校品牌形象、师生舒适

学习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推进老校区校

园文景一体高质量建设，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物质保

障，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我有一些金点子，希

望能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贡献一份力量。 

一、校园文景一体建设的核心意义与目标 

校园文景一体建设，是指在校园规划与建设中，将自然

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机结合，以实现文化育人、环境育人的全

面目标。重庆大学老校区“文景一体”高质量建设，以“师

生”为中心，以打造文景相容的百年人文校园为目标。 

二、重庆大学老校区面临的问题 

坐落于嘉陵江畔的重庆大学，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

学府，不仅承载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和学术追求，还拥有丰

富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山水格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校区也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空间格局与既存的校区功能关系混乱。A 校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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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功能随着校园发展的变化，一直在不断优化和调整，校

园的空间格局虽然顺应了校园的地形地貌，但仍然出现了空

间资源与功能区适配度不高、管理不便、学生生活和学习不

便等问题。 

（二）交通拥堵及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校区内人车混

行，个别道路缺乏人行道或因树木生长造成单侧人行道；校

园内车辆乱停乱放，主要建筑物和道路周边违规停放；路况

不佳，因年代久远个别路面已破损，造成人车通行不便。 

（三）功能活动空间形式单一，空间品质差，设施陈旧

破损严重。公共活动空间场地空间形式单调，无法满足师生

多样的需求；公共活动空间品质差，尺度不宜人，宜游性差；

公共活动空间设施陈旧，场地铺装破旧，局部休闲设施毁坏

严重。 

（四）校园人文历史未能充分融入校园环境建设。校园

内承载“重大记忆”的老建筑保护不佳，缺乏与周边环境、

与新建筑的和谐关系；校园内雕塑展示效果不理想，雕塑本

身破损严重，美观性下降，雕塑周边环境杂乱，辨识性下降；

校园文景感知度低，文化彰显度弱，方式单一，校园标志性

历史事件未能得到展示，缺乏文化标识。 

（五）景观绿化“老化”严重。绿植郁密度高，空间氛

围压抑，通透性差；绿植形态杂乱，植物密度过高，长势破

碎；地表植被老化，生长条件差，存在入侵植物；绿化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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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常绿植物过多，缺乏色叶植物。 

三、解决方案 

针对上述问题，重庆大学老校区“文景一体”建设的高

质量推进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和提升： 

（一）优化空间格局与功能布局，梳理校园的地貌空间

结构，强化校园山水空间格局空间的保护。首先，应全面梳

理校园的地貌空间结构，明确各功能区的实际需求，通过重

新规划和定位，优化空间资源配置，确保空间资源与功能区

的适配度得到显著提高。同时，我们还应强化校园山水空间

格局的保护，确保其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妥善维护。 

（二）打造清晰的交通空间，强化“一轴一环”主要线

路人车分行，构建安全舒适的校园交通体系。“一轴一环”

是指校园内的主要交通轴线和环形交通线路。在这些关键区

域，通过完善人形步道系统，逐步实现人车分流。 

（三）营造多元的活力场景，统筹校园空间基底与师生

需求，激活场所打造活力校园。针对功能活动空间形式单一、

品质差、设施陈旧破损等问题，应加大投入，对公共活动空

间进行改造提升。通过引入多样化的空间形式，提升空间的

宜人性和宜游性。同时，对陈旧破损的设施进行更新替换，

提升公共活动空间的整体品质。 

（四）强化校园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彰显，突出百年重大

文化底蕴。在校园环境建设中，应充分挖掘和利用校园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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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资源，将重大记忆的老建筑进行保护和修缮，与周边环

境和新建筑形成和谐关系。同时，对校园内的雕塑进行整治

和提升，增强其美观性和辨识性。通过举办校园文化活动等

方式，让校园历史事件得到传承和发扬，提升校园文化的彰

显度。 

（五）打造高质量、高品质的绿色空间，围绕“疏、修、

换、添”，优化现状植被空间，打造品质校园绿化景观。通

过调整绿植密度和形态，提升空间的通透性和美观性。同时，

引入色叶植物等多样化的植物种类，丰富绿化色调。对于地

表植被老化的问题，应加强养护管理，改善生长条件，防止

入侵植物的滋生。 

四、实施步骤 

（一）调研与评估：组织专业的团队对老校区的现有状

况进行深入地调研和评估，了解各项设施的老化程度、交通

状况以及校园文化现状，为后续的改进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二）规划与设计：根据调研结果，制定详细的改进规

划和设计方案。包括建筑物的修缮与更新、交通布局的优化、

校园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等。 

（三）资金筹措：通过学校自筹、社会捐赠、校企合作

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确保改进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分步实施：按照规划方案，分步实施各项改进措

施。对于紧急和重要的项目，优先进行；对于其他项目，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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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金筹措情况和施工条件逐步推进。 

（五）监督与评估：在整个改进过程中，建立有效的监

督机制，确保各项措施按照规划进行。同时，定期对改进效

果进行评估，以便及时调整和改进工作方案。 

五、预期效果 

在迎接重庆大学 100 周年校庆前，通过实施上述优化策

略，重庆大学将拥有与之相匹配的高品质校园环境。首先，

优化空间布局与功能配置将提高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师

生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同时，加强对校园

山水空间格局的保护将维护校园的自然生态环境，构建清晰

有序的交通空间将提升校园交通的安全性和舒适度，方便师

生出行。第三，营造多元活力校园环境将激发场所活力，促

进校园内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第四，加强校园文化资源的保

护与传承将弘扬校园历史传统，增强师生的文化认同感和归

属感。最后，打造高品质绿色空间将提升校园绿化景观的品

质和美观性，为师生提供更加宜人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