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眠於株洲炎陵鹿原陂的炎帝神農氏，

是株洲人民獨自護守的「先祖」和「國

寶」。光輝燦爛的炎帝文化孕育了株洲大

地，和諧共生、修身養性的文化內涵正推

動 株洲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

自湖南長株潭城市群獲批國家「兩型」

試驗區之後，株洲市委、市政府以建設幸

福株洲、建設以現代工業文明為特徵的宜

居城市為藍圖，2009年底投資過百億的

「神農成」項目正式啟動，神農城旨在鑄

造株洲城市新名片、新客廳和新坐標，打

造「全球華人炎帝文化景觀中心」，展

示、傳承、發揚燦爛悠久的神農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譚錦屏 株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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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零投入經營城市繪新篇

中國炎帝文化新景觀兩型社會新名片中國炎帝文化新景觀兩型社會新名片
神農城項目總佔地面積2970畝，其中核心區

規劃面積1620畝，拓展區規劃面積1350
畝，總投資超過100億元。項目依托神農文化，
以河西炎帝廣場為核心區域，沿神農大道兩側拓
展，營造神農廣場、神農太陽城、神農像、神農
湖、神農文化藝術中心、神農大劇院、神農大
道、神農塔、神農壇、神農文化休閒街等十大標
誌性建築和景觀。

全球華人炎帝文化景觀中心
據介紹，神農城項目的策劃和創意，源於對炎

帝文化的繼承與發揚，項目建設始終堅持以炎
帝文化為核心來引領規劃佈局，實現功能最大
優化。
一是精心佈局建築與景觀，處處彰顯神農文化

元素。如神農廣場上近20米高的神農像的基座採
三山五嶽之石，集中華大地之土，集瞻仰、祈
福、教育多功能於一體，使之成為海內外炎黃子
孫共同的精神家園。景區內的祈福燈、牛角路
燈、仿古銅質垃圾桶、原木休閒座椅等都極具神
農時代遠古特色。
二是成立神農城文化旅遊公司，以國家4A級景

區標準打造神農城景區。如開發能夠展現炎帝文

化、神農特色的文化旅遊紀念品，規劃核心區和
拓展區旅遊文化線路，實現文化產業化經營。
三是打造大型實景水秀演出《神農福地》。利用

聲、光、影等高科技手段，與水秀表演有機結
合，全面展示株洲的歷史風貌、風土人情。建成
後的神農城，不僅將全方位、立體地展示和傳播
神農文化的精髓，成為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項
目，還能滿足人們在身處幽雅環境中商務、文
化、旅遊、購物、娛樂、休閒等多元需求。既拓
展了城市發展和市民生活空間，也實現了人與自
然的和諧共處。
經過三年多的奮力建設，目前神農城核心區已

初具規模：2010年10月1日，神農廣場建成開放；
2011年10月18日，神農城（湖）景區盛大開園；
2012年10月2日，神農壇、神農塔正式開放；神農
太陽城、神農大劇院、神農藝術中心等項目建設
正在強力推進，力爭於2013年底全面完成。

從每個細節體現兩型理念
「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株洲市委、
市政府秉持「兩型」發展理念，近幾年來，炸掉
市內300多根煙囪降低大氣污染；建設公共自行車
租賃系統、實施公交電動化減少碳排放；推動傳
統工業轉型升級，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治理清水
塘地區污染，保護湘江母親河，城市面貌煥然一
新，成為湖南省「兩型」發展的樣板城市，而神

農城項目則是代表「新株洲」
形象的一顆閃亮明珠。

環境友好，是神農城突出
生態和休閒功能的精心構
想。神農城堅持「不挖

山、不砍樹、不填水」和「以綠為美，以水為
源，以人為本」的建設理念，保留了原有的山體
公園，不僅沒有砍樹，還新栽了很多四季常青的
樹木，拓寬了神農湖面積。規劃2970畝的神農
城，綠地面積佔2400畝，所佔比例達到80%以
上，是城市中的綠色氧吧，實現了人與自然的和
諧相處。不可複製的生態休閒優勢，也持續放大
神農城迷人的自然魅力。
資源節約，是神農城面向未來、科學發展的真

實寫照。從項目設計施工，到建築材料的採購、
能源供應，每個環節都貫穿 「資源節約」的建
設理念。
「神農城每一個細節，小到一塊石頭，大到水循
環，都體現 低碳理念。」負責神農城項目建
設、開發與運營的湖南天易集團有公司董事長姚
永告向記者表示。
神農城充分運用系統工程原理，將各部分進行

有機組合，使資源利用達到最大化。採用多能源

系統，包括核心管線綜合系統、智能化系統、分

佈式能源系統、水源熱泵系統，實現新能源、新

技術與城市建設的良好融合。重複利用水資源，

建設雨水收集系統收集雨水，並引入污水處理尾

水和中水回收循環使用技術，使河西污水處理廠

出水達到再生水回用標準，用於神農湖補水和道

路清掃、消防、城市綠化等城市雜用水。資源系

統循環運行，神農城建築大量採用太陽能、地下

水源、熱泵系統等新能源、新技術；建築結構及

建材多採用隔熱、保溫等國家倡導的技術和材

料；選用高效、節能設備，設置智能照明控制系

統，最大限度實現照明系統節能。

打造民生工程新標杆
去年12月24日，株洲神農太陽城（南區）開門

迎客，當天即湧入了近4萬市民。
而最早建成開放的神農廣場，早已成為株洲市

民最喜愛的休閒娛樂場所。
神農城是全開放景區，不用門票，沒有圍欄。

每當夜幕降臨，神農廣場和水秀表演區人山人
海，數萬市民和遊客從四面八方湧向神農城，在
這裡流連忘返。還有慕名前來神農壇尋根謁祖、
祈福迎祥的人群絡繹不絕。
全開放、純公益的景區，切實提升了株洲市民

幸福指數，神農城又成為株洲的民生工程與「公
益名片」。
在建設之初，神農城就被賦予了提升城市內部

凝聚力、向心力，傳播城市對外美譽度、知名度
的特殊意義。
神農城在確定「神農文化展示和傳播基地，全

球華人炎帝景觀中心」的文化定位的同時，也確
定了「長株潭地區的一個優秀購物項目，中南地
區的一個優秀旅遊項目，遊客旅遊的首選目的地」
的市場定位。也就是說，神農城是一個集文化、
旅遊、商業於一體的新型城市開放空間，不僅具
有厚重的文化底蘊，還具備豐富的商業業態。人
們徜徉在幽雅的自然環境中，感受 獨一無二的
神農文化的同時，還能滿足商務、旅遊、購物、
娛樂、休閒等多元需求，有力地拓展了城市發展
和市民生活空間。
自2011年10月18日開園以來，神農城接待中央

到地方各級黨政代表團、海內外各界遊客共600餘
萬人次，承辦了「春耕行動」中國行株洲站、
「建兩型、創環模」將軍部長環保公益行動走進株
洲書畫展、海峽兩岸炎帝神農文化祭等大型活動
30餘場。神農城已然成為株洲的接待窗口和城市
會客廳。去年9月，神農城入選了首屆湖南旅遊名
片；去年12月，神農城獲評國家AAAA景區，國家
旅遊局AAAA景區評定專家盛讚「株洲神農城走出
了一條發展城市旅遊的新路」。

株洲市委書記陳君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
示：株洲的發展是靠「政府主導、市場運作、
企業化管理」實現的。 「政府主導」就是研究
項目，根據項目的情況，企業進行貸款，通過
項目產生效益。株洲建設的社會事業大項目，
都是通過市場運作或企業投入來推進的，財政
沒有投入。
神農城在設計之初，就確定了「不花財政一分

錢」的思路。為此，株洲高新區專門成立了獨
資的湖南天易示範區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全權
主導神農城的開發建設。
「主要是巧用市場化手段，創新融資渠道，

『借雞生蛋』。」湖南天易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姚
永告介紹，神農城的融資建設，已成為株洲創
新發展模式、探索城市經營的典範。
在神農城項目的開發建設、運營管理中，天易

集團充分利用和整合現有資源，盤活和發掘項
目及其周邊資源，將資源變為資產、資產變為
資本，不用政府掏錢，不需財政投入，通過BT
或BOT、銀行貸款、信託公司、短期拆借、土

地融資等多元化渠道，用純市場手段融資來推
動項目建設。
一方面由株洲政府和中建五局合作，採取BT

或BOT模式。即「企業投資建設，政府回購」
或「 企業投資，企業經營，政府回購」的模
式，將大量的非政府資金引入城市基礎設施建
設，有效緩解了政府財政壓力，使規劃建設資
金不到位的項目能夠盡早實施，提前創造了社
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效提供了建設效益和管
理效益，達到了規模效益。
另一方面創新融資模式，降低融資成本，積極

探索融資工作新路子。採用債權融資、政策融
資、內部融資等融資方式，還通過股權出讓的
形式籌措資金，保證了項目建設資金不斷鏈。
姚永告介紹，項目啟動後，天易公司分別與東

方園林股份公司、中建五局、浦發銀行、交通
銀行、華夏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際異業聯
盟（香港）公司、興業銀行、長沙銀行等達成
合作協議，項目徵地拆遷、工程建設等所需資
金，全部通過市場運作籌集到位。

在創新融資方面，天易集團一是通過銀行貸款
進行債權融資，二是通過留存盈餘進行內部融
資，三是通過園區貼息、財政補貼、短期拆借
等方式進行政策融資。多種融資手段的綜合運
用，使得神農城具備了強大的「造血」功能。
據姚永告介紹，土地開發只是神農城收入來源

的一部分。未來，神農城預期通過電子屏、神
農湖周邊、大劇院等出租、物管維護等來獲得
收入。神農太陽城也將成為株洲河西絕對的
CBD。
對此姚永告充滿信心，他向記者表示，「好項

目不怕沒人投資。神農太陽城已經有93%的商舖
租出去了，包括沃爾瑪等在內的品牌紛紛進
入，租期從3年到20年不等。如果按目前租金來
算的話，每年租金大概是1億元左右。」
神農城的建設模式，正在株洲的社會事業大項

目中逐一複製。湘江風光帶、方特歡樂世界等
百億工程，都是在政府財政沒有投入的背景
下，通過市場運作、企業投入來推進，驚艷亮
相株洲。

■神農城一景

■流光溢彩的神農城廣場之夜 徐捷攝

■神農湖風光 劉精前攝 ■神農城核心區鳥瞰圖 ■神農城廣場綠色騎行 劉精前攝

株洲神農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