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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古城西安建城史上又一个“世

纪工程”。

从规划到圆梦，长达 68年。

70年前，西安城东郊。在军工厂与

住宅之间，苏联专家规划出一片林带，

将其命名为幸福林带，林带宽 140米、长

5.85公里。

岁月沧桑，规划足足搁置了一甲

子。未竟之梦，一直萦绕在西安人心中。

2016 年，建设重启。2021 年 7 月 1

日，幸福林带化蛹成蝶。一片“老、破、

旧”区域，更新为世界级城市绿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高城市规

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

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

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

智慧城市。幸福林带改造工程正是“城

市更新”的有益探索。

不久前，幸福林带项目被评为自然

资源部全国高效节约集约用地示范项

目、住建部国家城市有机更新示范项目。

城市新形态，林、城
互融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

西安城东郊。在苏联专家规划设

计下，大片麦田里，华山、秦川、黄河、昆

仑、东方、西光，6 座工厂拔地而起。厂

区以西，由北向南，家属区依次排列，苏

式风格建筑整齐坐落。中间，便是规划

的幸福林带，作为企业生产区和生活区

的隔离带。

1958 年，华山机械厂投产不久，一

纸调令，齐齐哈尔国营六七二厂技术

员、不到 30 岁的山东乳山人宋文考，与

数以万计的干部、技术员、工人从全国

各地奔涌而来。附近的道路也被命名

为幸福路、万寿路，无不寄托着人们对

幸福的向往。

进厂不久，宋文考去钟楼参观西安

城市规划展览，望着规划中的林带惊喜

地说：“以后我们这儿会有一大片森林！”

宋文考没料到，这一等居然就是

60 年。

漫长的岁月中，当年的东郊已渐成

西安市东二环的闹市区。因土地紧张，

林带所在区域内，挤满了各类建筑。棚

户区、城中村、菜市场、库房穿插其中，

管理混乱、配套欠缺，群众生活条件较

差，一度成为西安城东一块伤疤。

许多老职工没等到念叨了几十年

的大森林。

“我家正对着幸福林带，父亲生前

曾站在阳台上自言自语，‘不知道这林

带还会不会有’。”华山机械厂职工李爱

民说。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

2003年，西安市委、市政府，以战略

胆识首提“建设林带、还林于民”，规划

重启幸福林带建设。此时，距首次规划

已逾半个世纪。

“在寸土寸金的城区重启林带建

设，绝非简单的造林。”中国丝路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丝路）党委

书记、董事长，中建六局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瑾说。

全新的幸福林带在西安新发展格

局中将如何定位？建成啥？怎么建？

没有答案。

清晰的定位源于西安市谋划的新

发展战略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安市开始编制

《西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战

略规划》《西安欧亚经济综合园区发展

规划》，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

描绘建设蓝图。

幸福林带将是“丝路上的城市绿

洲”，全新的定位脱颖而出。

这将是一个城市新形态，林、城互

融。为此，西安市政府联合中国建筑，

专设《幸福林带改造规划》课题，并引入

全新的“城市更新”理念。

“城市更新，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

阶段必然面临的问题，是城市作为有机

体自我调节的内在需要，是城市从‘增

量扩张’到‘存量更新’的转型过程中必

须答好的时代之问。”王瑾说。

2012 年以来，西安市委、市政府把

加快林带建设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

规划、设计、建设、园林……国内外

顶尖设计团队的专家，纷纷来到古城，

献计献策。“产林融合，以产养林、以林

促产”，这一规划理念渐成各方共识。

历经数年调研、论证，一份旧城更

新的智慧结晶——产业链协同创新推

进新时代城市更新的《幸福路地区综合

改造工作方案》诞生，涵盖投资、规划、

建设、运营全过程。

60年前勾勒的那几笔林带草图，被

更新规划成一幅气势磅礴的“丝路上的

城市绿洲”蓝图。

2013 年，改造方案获西安市政府

批准。

立体绿谷，集五大业
态于一体

乘地铁或驾车到幸福林带，出站或

停车后，从地下二层，乘电梯可便捷步

入地下一层商街或地上森林景观。

地面密集的森林花木，纵向延伸至

地下，犹如一个绿谷。地上金黄色的步

道，像一条金丝带，串联起 23 个下沉式

广场、34 个“水滴”天井、地下商业区和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每 100 米就有一个

开放空间，将阳光、空气、绿色引入地

下，打造了地上地下双氧吧。

绿谷内，市政道路井然有序，水、

电、气等综合管廊置于两侧最下层。

设计浑然天成。

2013 年，幸福林带开启设计，由中

建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建西北院）总牵头，全国工程勘察设

计大师、中建西北院总建筑师赵元超总

负责。

按照《幸福路地区综合改造工作方

案》，新建幸福林带将是西安城市副中

心之一。“地铁、市政道路、地下商业空

间、管廊、地上景观，五大业态专业技术

合在一起，国内外从未有过，在旧城改

造中史无前例。”赵元超说。

技术艰难，意义重大，这是一场从

未有过的重大战役。

被任命为幸福林带项目总设计师

时，刘斌到现场踏勘，眼前的区域现状

是：缺乏规划、业态落后，随处可见老旧

杂乱的建筑和坑坑洼洼的路面，还有像

“蜘蛛网”一样的高压电线，黑压压悬在

头顶。

刘斌倍感重担千钧。规划的设计

是城市五大新业态，必须满足城市新发

展需求。仅一个业态都要进行多项创

新，何况将五大业态融在一起！

刘斌没有退缩，带领中建西北院设

计团队奋力拼搏。

那一年，设计管理负责人辛伟一年

开了 200 多个会，一天要接几十个电

话。庞大的地下工程，多个设计难题，

均需创新应对。

“建筑规范一直在动态更新，规范

变了，设计就得跟着变。”每个标准的变

化，对暖通、建筑、结构、电、水等都会产

生影响，“有时候，牵一发动全身！”

博弈交锋、推倒重来、仔细推敲、论

证研讨、仿真验算……

2016 年 ，一 张 丝 路 城 市 绿 洲 图

诞 生 。

这张图创新设计出一个立体都市

绿谷。绿化覆盖率高达 85%，错层立体

种植乔灌木 5 万余棵；将城市空间延伸

至地下，新增建筑面积 92 万平方米，集

纳总部经济、商业及文体等多种城市功

能；绿色构架纵向延伸，打开地下空间，

增加采光面积。

这张图完美融合地铁、市政道路、

地下商业空间、管廊、地上景观五大业

态。其中综合管廊全长 12.4 公里；多条

地铁在林带下方汇聚；市政道路采用最

先进的“小街区、密路网”设计，解决地

面堵车问题。

这张图蕴涵千年唐风、丝路文化及

现代军工遗址。用金色丝路等汉唐元

素为步道等设施着墨；通过连接周边六

个军工厂遗址，着重打造林带与军工厂

文化衔接界面。

一幅“万木葱茏、鸟语蝉鸣、四通八

达、人文荟萃、物华民乐”的城市丝路绿

洲画卷，徐徐展开。

填补技术空白，做绿
色建造样板

丝路上的城市绿洲，同样是绿色建

造样板。

2016年，幸福林带开工建设。“建设过

程中，我们采用新材料和信息技术等手

段，创新工艺工法，攻克了地裂缝、湿陷性

黄土、文物保护等诸多难关，填补了多项

技术空白，实现了绿色建造全覆盖。”中建

丝路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令狐延说。

面临的第一大难关是地裂缝。

由于地质构造原因，渭河断陷沉

降，西安地裂缝活动频繁，幸福林带项

目现场共有 4 条地裂缝穿过。此前，国

内外学者对地下工程穿越地裂缝暂无

相关报道研究。为绕避地裂缝，设计采

用下沉广场合理避让。但地下管廊施

工线，有 356米地裂缝区无法避开。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项目技术团

队迎难而上，历经长达半年多反复实验

和论证，结合地裂缝破碎带土体的性质

差异特点，研发出“弹性止水带”创新技

术工艺。“这种连接地裂缝的柔性装置，

彻底解决了跨地裂缝变形的难题。”令

狐延说。

经过几十次行业专家论证，攻克地

裂缝难题形成了 4 项专利、2 项省部级

工法、3 篇论文和 1 个优秀施工方案，填

补了中国地裂缝带技术解决的空白。

第二道难关是湿陷性黄土。

关中平原，湿陷性黄土分布广泛，

地表起伏，南北地形高差 23 米，基坑开

挖平均深度在 15米左右。

时任中建一局三工区项目经理李

浩淼所在的项目，最深基坑深达 30 米，

属于超深基坑。为达到土石方精细化

管理和有效环保管控，项目采用“超大

型土方平衡精细化管控技术”，有效解

决了大规模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施工

成本高、污染严重、质量控制难等问题。

“通过多种方式获取地面详细数

据，采用 BIM 软件创建场地模型，计算

出土方开挖总量和回填总量，以便将开

挖的土方精准投放至园林。”李浩淼说。

第三道难关是文物保护。

西安，十三朝古都，地下文物十分

丰富。

唐代公主墓、元代将军砖雕墓……项

目施工过程中累计发掘古墓3000余座。

为防止文物被破坏，面对巨量的土

方量挖掘，在进行打支护桩时，必须既

绿色环保又安全可靠。

传统基坑支护工程一直采用锚索

钢腰梁工法。“如同做木桶，竖向拼起一

片片木板后，外侧围一圈横向木条，确

保木桶结实。”李浩淼说。

传统工法用钢量大，工时长。

项目团队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和综

合对比，创新采用了一种“自均衡多束

预应力锚索自锚连接”技术。“通俗讲，

就是去掉木桶围腰，分别用绳索套住每

根支护杆，向内侧锁定，保证受力均

衡。”李浩淼说。

经试验检测，去掉钢腰梁后，每根

支护杆用钢量由 90—160 公斤降至 4—

5公斤、人工由 6—8名减至 3名，同时提

高了厚砂层锚索受力均匀精度，确保了

对古墓的保护。

管线迁改、苗木移植……无数关隘

被悉数闯过，建设团队交出了一份绿色

建造优秀答卷：定额用水减少 5%、回收

利用率占比大于 25%、临时建设施工用

地有效利用率达 95%。

丰富平台内涵，打造
数字智慧绿洲

在西安的每个清晨，徐东晓都会在

幸福林带金丝路步道上晨跑。

清新的空气，婉转悠扬的鸟鸣，四

季不同的美景，令晨跑中的徐东晓格外

赏心悦目。晨跑结束后，徐东晓手机里

“中建西安幸福林带”小程序里，会收到

今天的运动量及排名数据。

与此同时，幸福林带运维管理指挥

中心的大屏幕上，智慧健康数据正实时

同步更新，内容有注册人数、不同时间

段的人流量公布统计、用户年龄数量及

比例、用户性别数量及比例等。随后，

这些运动数据，将结合云端健身指导数

据，为所有当天注册的人量身打造 AI

健身指导。

4月，草树迎春归，红紫斗芳菲。张

雨花和朋友来西安游玩，慕名来到幸福

林带。打开“中建西安幸福林带”小程

序，在智慧引导版块，输入游玩日期、意

向景点及游玩主题等选项，一条智能规

划线路即刻形成。“它像一个智能导游，

规划的这份攻略省心又贴心。”张雨花

开心地说。

智慧化体验无处不在。室内，空调

系统会随当天天气状况及室内人数，自

动调节出一个体感舒适的温度；室内

外，照明系统会依据人流自动提供合适

的光线……

丝路上的城市绿洲，不仅林、城互

融，更是一座智慧新城。

“早在规划期间，我们就已着手考

虑智慧化运维。”中建丝路助理总经理、

安全总监、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商事业部

党总支书记、董事长范明月说。

2019年，中建丝路联合浙江中控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历需求调研、

系统设计、技术攻关、产品研制到工程

应用全流程突破，形成一套幸福林带运

管控一体化智慧平台。

平台内涵丰富，具有六大特性、四大

功能，分别为全天候运维、泛在感知、异

构互联、流式大数据管理、知识发现、系

统安全六大特性。“共设计326个应用点，

并预留政务、公安、消防、救护等系统接

口，对接西安智慧城市大脑。”中建丝路

西安幸福林带项目管理负责人丁炜说。

全天候运维，能做到故障自动预

警，自动诊断及派单。“指挥中心中的智

能移动终端，实时掌握着所有维修人员

的位置。一旦有故障，经系统分析原因

后，平台会自动向相关专业维修人员派

单。”丁炜说，维修人员完成工作后，通

过手机 App 上报维修情况，故障和维修

记录会存储到历史故障库，形成闭环。

连“巡检”也全部智能化。

在幸福林带运维指挥中心，有一座

模拟驾驶舱。坐在驾驶舱内，通过操作

台，可在大屏幕显示的虚拟幸福林带内

时时“巡检”。日常、安全、应急等多种

工作模式场景可在操控台上便捷切换，

哪里有需求，即刻就有应对措施。

“这个驾驶舱是基于数据孪生，真

实还原林带场景。通过信息化系统和

物联智能装备数据集成，实现数字与物

理世界协调一致。”丁炜说。

“智慧化管理，在提升服务水平的

同时，既节省了大量资源，又极大提升

了运维质量。”范明月说，仅低碳节能一

项，由于采取了分时、分区、分层管理，

在保证客户体验的情况下，可对能耗进

行智能化控制，和西安同类型综合体相

比节能 15%。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汉唐

风。如今，幸福林带更新的这片城市

绿洲，正以欣欣向荣的风貌 ，海纳世

界各地创投者，书写着丝路发展的新

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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