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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新城文化地标建筑群之辽源市规划展览馆

观城市风采 展辽源未来

辽源市规划展览馆，记载一册名垂千古、风姿卓绝的城市史记，重现
一段百舸争流、一帆当先的时代传奇，引领着辽源梦想，逐梦未来！

市规划展览馆建筑面积6418平方米，在525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中，
围绕“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山水自然格局，以“盛京围场、皇家鹿苑，因煤而
立、因煤而兴”的城市基因为主线，贯穿了整座展馆。展馆从不同角度将
三维复原、数字沙盘、3D影院等现代声、光、电技术融入多项展示环节，是
集“展示、研究、科普、公示、考察、决策、交流”为一体的专业城市规划展览
馆，是解读“辽源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的最佳载体，是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展示城市未来宏伟蓝图、宣传城市美好形象的重要阵地。这里是展示
辽源历史变迁、发展现状和规划远景的重要窗口，是对外宣传的重要载体
以及介绍城市发展全貌的重要平台，也是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城市建城
史、经济文化建设成果与城市规划光明前景的“城市会客厅”和“城市金名
片”。市规划展览馆作为集科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于一身的知识宝
库，蕴藏着丰厚的教育资源，是名副其实的“第二课堂”。

走进市规划展览馆，即进入第一
篇章“印象辽源·纳福之地”。主题影
片墙上方是以满洲剪纸为设计灵感的
锻铜浮雕墙，内容取自辽源市“盛京围
场”“皇家鹿苑”等自然要素和“现代城
市”“煤城印记”“魁星楼”等人文要素，
通过剪纸镂空的工艺形式，表现了辽源
自然古朴的历史文化特色，将辽源“中国
梅花鹿之乡”“中国剪纸之乡”“中国农民
画之乡”等城市名片展示出来。

一楼序厅，通过LED大屏幕播放的短
片，让观者对辽源城市形成一个初步印象。

城市概况区，参观者可通过超大LED
大屏幕直观看到，辽源市位于吉林省中南
部，地处东辽河、辉发河上游，因东辽河发
源于此而得名，境内有汉族、满族、回族、朝
鲜族，蒙古族、锡伯族、高山族等诸多少数
民族。

在序厅的重点片区，主要介绍了辽源市
龙山区、西安区、东丰县、东辽县、辽源经济
开发区、辽源南部新城和辽源北部生态产业

示范新区七大重点片区的位置面积、地貌气候、
自然资源等情况。

在场景复原展区，参观者可以看到曾经这
片土地上的原始森林场景。在多媒体查询屏
上，参观者可以查询到辽源全市有野生植物87
科607种，野生经济植物有63科328种；全市野
生动物有飞禽类、哺乳类、爬行类、两栖类、水
生类、昆虫类 6类 200余种；各类矿产 33种，矿
产地155处。辽源动植物、矿产资源丰富，是一
处天然宝库。

廊道空中的艺术发光字充分体现了往日
辽源因丰富的煤炭资源而兴盛。这里重点复
原了辽源煤矿资源的形成，从1911年陈德财发
现煤矿开始，已经累计生产煤炭 2.2亿吨。辽
源煤矿经历了封建地主霸占、军阀势力糟蹋、
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等4个
时期，昔日的煤矿史是一部辛酸史、苦难史、血
泪史。辽源市解放后，成立了辽源矿务局，给
辽源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辽源煤矿的煤
炭产量占全国煤炭总量的1/29，为辽源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进

展厅的第二篇章“记忆辽源·古韵新
声”由“溯古·城市之源”和“蜕今·发展之
路”两大版块组成。

溯古·城市之源。辽源建制在清
末。“西安”的地名也来自清朝，取平安
之意，曾经也叫“大疙瘩”。1902年，清
光绪二十八年，增设东丰、西丰、西安、
柳河四县。主要大街多为青砖鱼鳞瓦
房，有六座楼房。在僻静的胡同，多
数人们居住的是草坯房。有两条主
要大街：大什街和小什街。魁星楼、
福寿宫、保安寺、基督教堂等宗教
建筑早已成为市区一景，龙山公
园也是那时建设起来的。

展厅中的历史沿革区和古
城变迁区就像一幅时光长卷。
辽源的悠久历史、古城的几度
变迁跃然呈上。早在新石器
时代，辽源人的祖先就在这
里繁衍生息。隋唐时期，
留下了工农山古城、龙首
山古城。清代，东北地
区被称为“盛京统部”，
辽源便是重要的“盛
京围场”。此后，城
市历经规划发展，
形成如今的城
市布局。通过
多媒体影片，
参 观 者 可
以了解辽
源这座
古 城

的变迁。从龙首山古城、工农山古城、七一古
城、清代“盛京围场”“皇家鹿苑”到西安县城的
演变历程。

走进环形廊道，墙面上的涂鸦是30年代到
近现代可以代表辽源城市发展变化的标志性
建筑，反映辽源城市面貌变迁，承载和凝结辽
源城市记忆。

通过环形廊道，来到二层展示区域。参观
者即可了解辽源的“蜕今·发展之路”。不同年
代的老物件结合时代照片，见证了辽源砥砺前
行、不断开拓的城市建设之路。

走到“建置沿革”展区，沿着城脉这条路
径，回看这座城市百年的建置变化。1948年，
辽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了西安市。因为与
陕西西安重名，于 1952年改为辽源市，取东辽
河发源地之意。1983年，辽源市升级为地级
市。50年代的街区、70年代的小什街、吉春路
农贸市场和矿务局门前以及 21世纪的辽源等
等，都是见证这块土地变迁的痕迹。

走到古今对照墙前，通过古今对照，我们
回忆辽源市的往昔，也见证她如今的繁华。

在建设成就展区，参观者可以了解到，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经过五年持续奋斗，辽源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历史性成果，“十三五”规划主要任务基本完
成。

政治方面，贯彻市委“七条新路”“五大改
革”“六大体系”总体设计，坚定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践
行了“两个维护”。

经济社会方面，沉着应对生态环境之危、
经济下行之危、偿债能力之危和新冠疫情之
扰，跨难关、化风险，经济质量、城市功能、生态
环境、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升。

产业方面，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
项，增活力、聚合力，构建“2115555”产业格局。

在前行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解决一批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取得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决定性

胜利。如今的辽源，创新转型全面推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革开放持

续深化、三大攻坚成果丰硕、美
丽辽源稳步建设、民生福祉明

显增进，为“十四五”时期
辽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

基础。

第二篇章：记忆辽源·古韵新声

未来影院，以“未来辽源的一
天”为蓝本，借助三维建模融合城市
拍摄，用感性的视角、理性的语言，
打造一场极具代入感的未来体验之

旅。《辽源十二时辰》未来影院影片
立足未来，参观者将感受到在城市
生长之间、楼宇之间、别样美好的景
观之间，辽源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第一篇章：印象辽源·纳福之地

第四篇章：智慧辽源·无限未来

第三篇章：活力辽源·转型升级
第三篇章“活力辽源·转型升

级”是整个展览馆的主展厅。此篇
章通过“时代机遇政策好”“规划引
领区域协同”“重点片区规划及布
局”“产业发展群芳竞秀”“生态绿
色乐业宜居”六大版块讲述辽源市
总体规划内容，为大家铺开一幅壮
美的规划发展蓝图。

东北振兴规划提出，优先发展
哈大经济带，建设以大连经济区、
辽中经济区、长吉经济区和哈大齐
工业走廊为核心区域的哈大经济
带。

长春都市圈规划展现了长春
都市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空间
布局。

通过激光、总规模型秀、LED
屏、物理沙盘以及舞台灯光多方位
展示手法，呈现东北地区振兴规划
和长春都市圈规划下的城市格
局。绘就新蓝图，开启新时代。华
彩辽源，腾飞之城。一滴水滴落，
幻化为奔腾辽河水。高铁飞驰，一
座现代化宜居宜业城市尽展眼前。

在重点片区规划壁挂模型前，
参观者可以了解到主要规划成果
包括：辽源市总体规划、东丰县总
体规划、东辽县总体规划、辽源经
济开发区总体规划、南部新城控制
性详细规划、北部生态产业示范新
区发展战略规划。

在重点建筑模型前，参观者可
以看到“双创”产业中心、辽源市中
心医院、全民健身中心、职教园区
和基础教育实验一期等重点产业
模型，搭配影片，可以非常直观地
看出重点片区的建设硕果。

通往三层，仍然是环形廊道。
廊道墙壁上辽源标志性建筑物手
绘，承载和凝结辽源的城市记忆。

来到三层，纵览辽源产业发展
群芳竞秀。

产业发展板块展示了辽源市
产业发展定位是全国资源型城市
转型示范城市，特色农产品加工及
物流集散基地，轻工产业基地（辽
源市的发展定位是先进制造业示
范区、吉林省工业“双廊”的新型工
业化节点城市、全国新型工业化示
范基地）。在产业布局上形成钢

铁+冶金建材产业集群、袜业+现
代纺织产业集群、蛋品+农产品加
工产业集群、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产业集群、高精铝+轨道列车产业
集群、梅花鹿+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和矿山机械+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七大重点产业群。

“动能引擎”产业发展空间。
通过充满科技感的机械臂影片，展
示辽源抓住一系列重大机遇加快
调整产业布局，进一步突出创新经
济引领，使参观者进一步领略这座
产业之城的魅力。

移步到魔镜墙，可实现多点多
人同时互动查询。主要展示辽源
的投资环境、政策环境、招商方向
和重点项目。想要了解具体内容，
参观者可通过魔镜墙进行查询。

来到生态绿色乐业宜居展区，
沿城市管廊前行，从基础设施到公
共服务设施，解读 117万辽源人的
幸福生活。这个展区主要从人与
城市、人与自然和人与生活三大方
面来解读辽源专项规划的发展导
向，在大型艺术写真版面上采用平
面立体化形式进行排版设计展示，
并且搭配壁挂模型和互动魔幻飞
屏多种展示形式。

来到人与城市展区，壁挂模型
展示了辽源综合交通规划、行政基
础设施规划、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同时，充分体现了辽源是一座生态
绿色乐业宜居的城市，总体风貌设
计以“山水融城”为理念，建筑风格
以融贯现代建筑为主导，通过规划
引导，呈现出统一与多元融合的特
色。

接下来，以平面立体化形式展
现了辽源各区的风貌设计，主要包
括工业风貌区、老城风貌区、山水
休闲风貌区、综合服务风貌区、生
态宜居特色风貌区和南部新城风
貌区六大风貌区。

在“人与生活”版块，主要展示
了辽源市现有A级景区 15家。其
中，4A级景区 4家（全省第六），3A
级景区 10家（全省第四），2A级景
区 1家。这一版块集中展现了辽
源人民的美好生活状态，是打卡拍
照的好地方！

①①古城变迁展区。

②②辽源总体绿地景观系统规
划展区。

③③辽源产业发展群芳竞秀展
区。

④④在“建置沿革”展区，回看这
座城市百年的建置变化。

⑤⑤休闲电子书吧。

⑥⑥不同年代的老物件唤醒时
代记忆。

⑦⑦产业发展板块详细介绍了
我市七大重点产业集群的发展目
标和发展重点等内容。

⑧⑧辽源市规划展览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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