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复兴
承载全市的光荣与梦想

现存商丘古城，即明清时期归德府城，重建
于明朝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距今已有500余
年的历史，风格独特，外圆内方，脉络清晰，格
局完整，内城、城湖、城郭三位一体，保存完
好，堪称中国古城池建设的典范，是我国目前保
存较为完好的府城之一。

现在，从古城南关的“商丘古城”牌坊入
城，南关大街两头是古宋河、城湖的两座景观
桥，游客将会先后穿过正在修建的十八里城郭、
一级园路、城湖外侧观光道、亲水步道、城湖内
侧环城墙观光道等5条道路，沿途一边欣赏着碧波
荡漾、“城摞城”的8000亩城湖，一边品味着“一
城阅尽五千年”的古城历史。

走进这座沧桑古城，穿过斑驳的古城南门拱
阳门，沿中山南大街北行400米，路西就是修复完
成的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城隍庙，威严壮观、韵
味十足，预示着古城全面修复后文化旅游业发展
的美好前景。

睢阳区委书记曹月坤谈起古城的未来信心满
满：“2018年，是古城的决胜之年。我们正在谋划
古城的三大块：8000亩城湖清淤工程、十八里城
郭在内的五条环城道路、4.3公里城墙及古城内项
目的修复建设。今年要完成古城修复建设工程量
的 90%，将有一批景点修复完成。古城 4.3公里城
墙、8000亩城湖、古城内中山东西南北四条商业
街、出入古城 4关的 4条道路和 8个景观桥、城湖
北部的商业街以及文庙、府衙、察院等古城内主
要景点建设等都要修复完成。2019 年 6 月底前，
将全面完成古城 1.13 平方公里内的项目建设，

2019年开始全面布置业态，确保 2019年国庆节对
世界开放。”

未来，要展示给世人一个什么样的商丘古城？
今年华商节前，古城周边的五大停车场、进

出古城四门的道路、景观桥等要全面完成，碧波
荡漾的8000亩城湖、绿树成荫的18里城郭将初露
峥嵘。今年年底，4.3公里的城墙将修复完成，届
时，一个城、池、郭三位一体、“外圆内方”的商
丘古都城将完美呈现。

2019年上半年，要基本完成以古城为核心的
古城周边的应天书院、张巡祠、八关斋、燧皇
陵、华商文化广场及火神台、大运河南关码头世
界遗产公园、闫集镇张菜园淮海战役总前委、高
辛镇帝喾陵、坞墙镇商都南亳汤王台、勒马乡枣
冢庙等十大景区的修建、扩建。2018年已启动宋
国故城的考古发掘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分院
的筹建工作，并筹建古城池天然博物馆。睢阳区
还正在打造古宋河风情观光带，建设特色风情小
镇10余处。

2020年，商丘古城的旅游线路将由以古城为
核心的一日游扩大为十大景区、特色风情小镇在
内的三日游；睢阳区 13个乡（镇）与主城区形成
半小时经济圈；睢阳区综合旅游收入要由 2017年
的13亿多元达到2020年的100亿元。

未来，五千年不断代的商丘古都城所蕴含的
商宋文化、火文化、根亲文化、圣人文化等文化
品牌，必将焕发愈加夺目迷人的风采。我们有理
由相信，商丘古都城将成为商丘人所自豪、海内
外游客所向往的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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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古城是商丘城市的生命之根、文脉之
本，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不断代的古城之
一，数千年来薪火相传不断，巍然屹立于中原大
地，堪称中国古城池建城史的天然博物馆。

帝喾都亳，阏伯居商；商都南亳，周封宋
国；秦建睢阳，汉筑梁园；隋唐宋州，两宋南
京；金元明清，归德商丘。幽幽文脉流传古今，
名宦学士代代辈出。

商丘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商族最
早在此起源，商业最早在此兴起，商朝最早在此
建都，被誉为“三商之源”和“华商之源”。自帝
喾都亳始，商丘至少已有 4300余年的建城史；从
商代第一都南亳算起，商丘已有 3600 余年建都
史；现在已经考古确认的周代宋国故城，距今已
有 3000余年历史。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年)统一
六国后，始置砀郡睢阳县。商丘及睢阳设置郡县
至今已有 2200余年历史。睢阳 （宋城、商丘县）
是秦汉至当今，不间断设置的县级行政区。

基于多年的文献研究，美籍华人、考古学家
张光直先生坚持认为商丘地区是探索先商、早商
文明的重要区域。张光直和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
丘 8 年的“寻商探宋”，在现存的归德府城地面
下，从上到下依次发现了明弘治十六年前的睢阳
旧城、北宋应天府城、隋唐宋州城、秦汉睢阳
城，以及周代宋国故城等共 6座“城摞城”。商丘
历代古城基址 3000多年不移，验证了张光直先生
的观点：“不同于西方突变、断裂的文明发展模

式，中国文明呈现连续性模式。”
2015年12月，“商丘古都文化研讨会暨中国古

都学会2015年年会”形成的共识中已经认定：“商
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之一。五帝之一帝喾和
商先公先王多在商丘一带活动；这里是商汤都亳
所在地，是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都城、两汉时期
梁国的都城和南宋王朝第一个都城，在中国都城
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商丘古城所在之地是睢阳区古城办事处，前
身是原商丘县城关镇。改革开放之前直到本世纪
初，古城曾是全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商丘古城城郭内总面积 6.6平方公里，原有居
民 10.85 万人，其中，砖城墙内面积 1.13 平方公
里，原有居民 3.8万人。商丘古城保护利用涉及的
棚户区属典型的城市棚户区。古城内现存住宅多
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下放居民、下乡知青回
城所建，布局混乱、乱搭乱建严重，城内居民生
活环境和其他区域形成较大反差，形成了集中成
片的棚户区。城郭内棚户区总面积约 324万平方
米，其中，砖城墙内棚户区面积84万平方米。

古城原有 10万居民更是迫切要求改善生活条
件，积极支持古城保护建设。每年“两会”期
间，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求对古城棚户
区进行改造的呼声很高。古城棚户区改造与古城
保护建设工作迫在眉捷。

古城复兴，承载着商丘全市900余万人民的期
待，更承载了商丘五千年历史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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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商丘古城保护与建设工作全面启
动，擂响古城保护建设和复兴古城的战鼓，古城历
史掀开新的一页。

商丘古城保护建设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全市
人民梦寐以求的古城梦正在变成现实。市委、市政
府成立了高规格的古城保护建设指挥部，由商丘市
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市政府与睢阳区政府联合出
资成立了商丘市古城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
古城棚户区改造的投融资平台和建设主体，全面负
责古城棚户区的拆迁、搬迁、土地整理、整体规划
和实施建设。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多次到古城调
研指导，现场办公，对古城保护建设提出具体要求
和指导意见。

2018年是实施古城修复性保护与展示“三年
行动计划”的关键一年，也是决胜之年。我市和睢
阳区正在以古城复兴为目标，把项目建设作为整个
古城工作的总抓手，建立健全规划论证专家队伍，
规划设计体系更加科学完善；高质量推进项目建
设，城隍庙等一批景点建成开放；全力加快安置房
建设，民生得到切实改善；灵活开展融资招商，业
态植入显现活力。

以商丘古都城修复性保护与展示为主线，大力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城湖水系整治工程拆
迁工作已基本完成，城湖清淤扩容、府衙、归德驿
馆、中山南大街商业区修复、美人胡同、一公里旅
游线路商业片区、城隍庙、陈家大院已完成。尽快
完成国际马拉松跑道、十八华里城郭生态廊道、城

隍庙商业街区、归德府城墙维修加固工程、城湖景
观修建、古城四关道路及拱桥修建工程、中山南北
大街、东西大街商业区建设与修复等工程建设，加
快推进“八大家七大户”建筑修复工程、93条历
史街区街巷、原区委办公旧址、华商博物馆、古城
内基础设施、隋唐大运河遗址公园等项目建设进
度，提高“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品牌的
影响力和竞争力，叫响“一城阅尽五千年”文化旅
游口号。

古城安置房备受市民关注。当前，睢阳区正在
全力推进安置房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
古城安置房一期工程水电暖气配套设施建设，确保
3、4、5号地按期交付使用，1号地建设完成，2号
地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让古城居民早日搬进新居，
享受大棚户区改造和古城修复性保护与展示新成
果。

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古城公司积极争取郑州
银行、渝农商融资租赁、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对
古城项目建设的支持，科学调配资金使用，共争取
资金19.8亿元，到位资金11.8亿元，为项目建设和
棚户区改造提供了资金保障。

旅游业态逐步进入。统筹考虑项目建设与业态
植入的协调推进，委托清华大学对古城业态运营进
行策划论证，一公里旅游线路商业区已进入文化旅
游经营企业 30多家，古城名吃街投入运营。在古
城建设、管理、运营方面正积极与国际、国内知名
旅游公司洽谈合作，学习成功经验。

商丘古城，历为名都大邑。建制齐全、沿革
连续、文脉相承、底蕴丰厚。历史的更迭和多次
黄河泛滥，商丘古城历经沧桑，文脉和格局延续
至今，依然散发出光彩夺目的文化光芒。

蓄势待发终觉醒，千年古城正复兴。商丘古
城所在之地是睢阳区古城办事处，前身是原商丘
县城关镇。改革开放之前直到本世纪初，古城曾
是全县（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城
内近几十年来形成了集中成片的城市棚户区。
2013年5月，商丘古城棚户区改造正式启动，擂
响古城保护建设和复兴古城的战鼓。

当前，我市正在围绕打响“游商丘古都城、读
华夏文明史”文化旅游品牌，叫响“一城阅尽五千
年”旅游口号，加快推进商丘古都城保护性修复与
展示工作，以此带动以文化为核心的全域旅游跨
越发展，打造华夏历史文明商丘传承创新区。

千年古城，复兴梦圆。到 2019 年“十一”
前，要把商丘古城建成世界历史文化旅游目的地
并向世人开放。古城人民和全市人民梦寐以求的

“古城复兴”之梦正在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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