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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文化特色
丰富拉萨历史文化名城内涵

为更好地保护拉萨历史文化遗产，处
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的关系，依据保护好历史真实载体、保护
好整体历史环境、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
合理利用和永续利用三条基本原则，编制
完成了《规划》。此次规划的范围为拉萨市
域范围，总面积29518平方公里，重点针对
拉萨中心城区、历史城区制定保护要求和
管理措施。

《规划》主要涵盖四方面内容。首
先，《规划》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拉萨在历
史上各个时期的发展沿革和文化特色，
将拉萨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与历史
发展脉络一一对应。在此基础上，提炼
总结出拉萨有中国藏族传统文化积淀深
厚的代表性城市、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融
合与民族团结的独特载体、中国古代西
藏政教合一制度下的独特城乡聚落、西
藏区域贸易中心与交通要塞、新中国建
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重要见证地五大历
史文化价值，丰富了拉萨作为国家级历
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为科学有序开展历
史名城保护指明了方向。

《规划》强调保护工作的全域化、特
色化、层次性。结合空间维度层级，分别
从拉萨市域、拉萨河谷（中心城区）、历史
城区、历史地段和文物古迹五个不同层
次开展保护规划，构建适合拉萨历史文
化遗产特征的多层次保护规划体系。

《规划》从历史城市保护与发展角
度，对老城功能疏解升级、河谷型城市交
通提升、老城人口疏解与结构调整等内
容提出思路建议，将历史文化遗存的保
护与城市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布局
相结合，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综合利用
和传承发展，有效组织历史文化展示空
间，探索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激活
历史城区活力，推动历史城区可持续发
展，为保护与发展创造双赢的局面。

最后，《规划》对进一步加强完善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措施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对策意见。

增加配套服务设施
改善拉萨老城宜居环境

《规划》提出，通过城市结构调整、综
合交通体系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调
整等具体措施，推动拉萨老城范围内大
型批发市场、行政办公、工业仓储等非核
心功能的逐步外移，相应带动人口疏解，
控制拉萨老城人口密度和建筑体量，优
化调整拉萨老城功能结构。规划期末，
逐步将八廓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人口密度

由现状310人/公顷疏解至280人/公顷以
下，历史城区内人口密度由现状250人/
公顷疏解至200人/公顷以下。

同时，在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历史风
貌、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对破
损、失修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学
习故宫经验探索历史建筑保护和合理利
用开放有效衔接，增加历史文化社区的
配套服务设施，改善拉萨老城宜居环境。

拉萨市自然资源局副调研员张刚强
介绍，本次《规划》承接延续了《拉萨市城
市总体规划（2009—2020年）》（2017年
修订）中规定的6.74平方公里历史城区，
并基于拉萨的历史价值完整性、特色风
貌全面性与管理操作的科学性，在历史
城区范围之外，新增划定了35.3平方公
里的历史城区环境协调区，进一步强调
拉萨古城历史环境的整体保护。

《规划》要求，对传统格局的保护，严
格保护历史城区内“一核三片四环多视
廊”的整体形态与格局肌理。“一核”为布
达拉宫，“三片”为八廓街历史文化街区、
布达拉宫及雪城区域、罗布林卡及加措
区域，“四环”为囊廓、八廓、林廓与孜廓

转经路，“多视廊”为布达拉宫、大昭寺、
小昭寺、药王山、罗布林卡等重要保护展
示节点之间的视线视廊。

对历史街巷的保护，要求重要保护
街巷应保持现状或恢复历史上的街巷宽
度，不得拓宽或压缩。街巷两侧新建、改
建、扩建的建筑高度应与街道现有的空
间尺度相一致。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
的体量、形式、风格、色彩等要求与周边
历史风貌相协调，对整体风貌造成破坏
的沿街建筑应予以整治。

对历史城区的高度控制，协调世界
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
等多项规划的建筑高度管控要求，控高
要求叠加区域，按最低的控制高度执
行。历史城区内除以上建筑高度控制区
域外，新建建筑高度不应高于15米，超高
建筑适时降层改造。

完善城乡专项规划体系
为拉萨的保护管理指明方向

拉萨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巫鑫瑞
介绍，《规划》填补了自1982年拉萨市被
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来缺少

名城类专项规划的遗憾，丰富完善了城
乡专项规划体系。通过对拉萨城区范
围内2处历史文化街区（八廓街、蔡一
村）、3处历史文化风貌（扎细社区、当巴
社区、雪社区）、56处历史建筑保护要素
的梳理看，为依法依规开展拉萨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管理指明了方向。体现了
新形势下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的主要要
求，为今后在拉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
定标、定界落实好历史文化保护要素提
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规划》对建立拉萨市名城管
理体系，构建形成以拉萨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规划为总纲，地方性法规为法制保
障，重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规划等下级规划为抓手，特色建筑
风貌导则等为补充的整体保护类规划
体系。

下一步，拉萨市将按照《规划》的有
关要求，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方案，将规
划目标落实到实处，协调处理好与历史
文化遗产共生的自然环境，管控好特色
风貌建设，实现拉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的总体目标。

《拉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发布

历史城区新建建筑高度不应超过15米
拉萨不仅是一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城，也是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今年10月10日，《拉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获自治区政府批准同意并正式生效。12月18日，拉萨市自然资源局、拉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就《规划》内容进行了发布。
据悉，此次规划的范围为拉萨市域范围，总面积29518平方公里，重点针对拉萨中心城区、历史城区制定保护要求和管理措施。 记者 韩海兰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
行处了解到，1至10月，我区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5.3%，比一季
度、上半年分别加快1.4、0.2个百分点；比
全国平均低0.3个百分点。

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行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全区工业经济运行主要有以下
特点，从三大门类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平稳增长。1至
10月，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9.0%，比1
至9月提高了0.8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4.8%，比1至9月回落了1.8个百
分点；采矿业增加值下降0.9%，降幅比1
至9月收窄0.6个百分点。

从经济类型看，1至10月，股份制企
业增长2.7%；国有企业增长6.4%；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9.4%。其中，
从控股看，公有工业增长7.8%；非公有工
业增长2.7%。

另外，主要行业分化明显。1至 10
月，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增加值比上
年同期增长31.7%；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建筑建材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4.3%；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18.8%；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工业增加值增
长 14.7%；食品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25.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工业增加值下
降 2.8%，降幅比上个月收窄 1.7 个百分
点；医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下降4.8%，降

幅比上个月收窄1.2个百分点；酒、饮料
和精制茶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下降25%，
降幅比上个月收窄1.3个百分点；农副食
品加工业工业增加值下降30%，降幅比
上个月收窄6.7个百分点。

该负责人介绍，1至10月，全区主要
产品产量增长面扩大。从产销率看，工
业品产销衔接较好。1至10月，实现工业
销售产值198.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8%。工业品产销率为100.1%。

从市（地）看，市（地）工业六增一
降。1至10月，昌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上年同期增长14.7%；林芝增长13.0%；
山南增长13.5%；日喀则增长13.9%，比上
半年加快13.7个百分点；拉萨增长0.5%，

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阿里增长
1.2%，比上半年增长19.2个百分点；那曲
下降3.4%，降幅收窄1.1个百分点。

从工业投资看，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持续下降。1至10月，全区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比上年同期下降3.1%，降幅比上半
年收窄50.8个百分点。工业固定资产投
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6.1%。在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中，采矿业投资比上
年同期增长82.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下降10.2%，降幅比
上半年收窄47.6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
下降6.9%，收窄55个百分点。工业固定
资产投资中技改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
144.0%。

1至10月 我区实现工业销售产值近200亿元
2019年1至10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5.3%，比一季度、上半年分别加快1.4、0.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低0.3个百分点。据

了解，1至10月，全区主要产品产量增长面扩大。从产销率看，工业品产销衔接较好。1至10月，实现工业销售产值198.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8%。工业品产销率为100.1%。 记者 德吉曲珍

记者 李海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