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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建筑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去世，曾设计广州黄花岗剧院、湖天宾馆

赵伯仁：毕生致力于华南建筑学科发展

广州首届“老城新生” 伙伴计划推介会顺利召开

创新多方参与模式 培育名城精品项目

广东药科大学云浮校区获国家优质工程奖

云浮多举措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1
月 17 日，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
伯仁在广州去世， 享年 87 岁。 赵伯仁教
授为业界知名岭南建筑家， 出生于 1935
年 10 月 21 日， 湖南湘潭人 。 广州黄花
岗剧院、 广州湖天宾馆、 广东韶关剧院、
广州六中敬师斋等优秀建筑作品均出自
他的手笔。 此外， 赵伯仁教授还曾任广
州市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 深圳大剧院
设计顾问、 广州歌剧院建筑设计竞赛技
术评审委员组组长等职务， 并著有 《剧
场建筑设计》 （合著） 等学术专著， 是
我国影剧院设计的权威专家。

设计理念大胆创新

赵伯仁教授致力于岭南学派的传承
和发扬。 自改革开放以来， 他与岭南学
派的前辈泰斗及同时代翘楚一道， 对岭
南学派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为构建岭南学派并展现华南建筑风采作
出了重要贡献。

多位赵伯仁教授的优秀门生一致认
为， 在建筑设计作品上， 赵伯仁教授的
设计理念主要体现在技术、 艺术、 岭南
文化等几个方面。

建筑艺术与岭南文化的结合， 集中

体现在黄花岗剧院的设计上。 黄花岗剧
院在外形设计上力求简洁洗练、 美观大
方， 粗壮的廊柱支承着一个深厚的飘檐，
奶白色的布满绿化的带型花池烘托着洁
白晶莹的主体， 茶色玻璃幕墙与白色玻
璃马赛克的对比， 强化了建筑物的立体
感。 值得一提的是， 黄花岗剧院的柱廊、
骑楼、 通花、 水景、 大挑檐遮阳等多种
建筑手法， 将岭南建筑的特点表达得淋
漓尽致， 同时也更加适应广州的气候特

点。 通过抽除前厅门廊的角柱， 让建筑
更加轻盈飘逸。 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赵伯仁教授精通建筑技术 、 材料 、
构造， 在湖天宾馆项目， 赵伯仁教授通
过各种技术手段， 化解了飞机航线对建
筑高度的影响， 很好地解决了层高与建
筑功能的矛盾， 并大胆地提出了可开合
电梯机房 ， 为整个建筑赢得了有效高
度。

做人做事求真务实

赵伯仁教授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 40
年， 教学经验丰富， 主讲建筑设计、 建
筑构造、 影剧院设计原理等课程。 他注
重研究与实践的结合， 为建筑学科建设
和其所在学院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深
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华南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长、建筑学
院教授肖毅强表示，赵伯仁教授是其大学
本科时期的导师。肖毅强说：“赵老师的教
诲，为我们打下‘求真务实’的烙印。 老师
为人和蔼，教我们做事做人。 在其后三十
多年的人生成长中， 我还常常请教老师，
时时受到老师的鼓励和指导。 ”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院
副总建筑师杨晓川教授告诉记者： “作
为赵伯仁教授的早期研究生， 能得到老
师手把手传授专业技能， 在老师身上学
会了做事、 做设计、 做人， 不随波逐流，
不计一时得失， 在日后的工作、 生活等
多方面获益良多。”

汉森国际伯盛设计集团创始人、 董
事长、 总建筑师盛宇宏称， 赵伯仁教授
不仅授业 ， 更教做人 ， 一生淡泊名利 ，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对自己恩重如山。

赵伯仁的黄花岗剧院设计手稿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 通讯员
穗规资宣报道：日前，广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办公室、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在广州市荔湾区聚龙湾片区举办了首届
广州市“老城新生”伙伴计划推介会暨《广
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案例 （第一
辑）》新书发布仪式。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党组书记孙玥，邱琳总经济师、李秋
霞市管一级调研员，荔湾区人民政府叶辉
副区长出席了会议。

邱琳指出，《案例集》积极总结广州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经验，“老城新生”伙
伴计划创新多方参与模式，培育更多名城
精品项目，对引领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名
城保护、推动广州文化综合实力出新出彩
具有重要意义，是广州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发展工作在 2023 年新征程迈出重要的一
步。

首届“伙伴计划”开局启航

广州市场经济活跃，名城保护主体多
元，社会力量强大，各方主体一直勇于探
索，结合具体实际闯出了不少广州特色的
新路径，使得广州共同缔造工作模式走在
前列。

“伙伴计划” 旨在搭建市直部门、区
政府、企业、设计师和广大市民的开放合
作平台，健全对话沟通协商机制，寻找利
益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推进政策沟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探索创新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共同缔造的新机制新模式 ，让

社会各界深度参与名城发展， 使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实
现历史文化名城 “共商 、共建 、共治 、共
享”。

会议公布了首届“老城新生”伙伴计
划 7 个实施项目、2 个种子项目名单。 会
议现场，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
与 7 个实施伙伴代表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邱琳为 5 个技术伙伴代表颁发了合作
证书。

打造历史文化保护典范区域

推介会当天，现场还举办了《广州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案例（第一辑）》新
书发布仪式。 该书是由广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办公室、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 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历经 2
年时间，聚焦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
护活化利用，选取获得多个国际国内大奖
的恩宁路、沙面、新河浦、永庆坊等 14 项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示范
案例，策划形成，图文并茂地为全国名城
保护工作提供多元经验借鉴。 中国工程院
何镜堂院士、王建国院士，住建部科学技
术委员会潘安秘书长为本书作序，对广州
名城保护的创新探索和实践效果给予高
度肯定。

“案例集体现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
法创新，反映了近年来广州在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方面的深入探索。 ”何镜堂说。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 通讯员
邱永香报道：在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公
布的 2022—2023 年度第一批国家优质工
程奖入选工程名单中，由中建八局南方公
司承建的云浮市广东药科大学云浮校区
项目（一、二期）工程荣膺上榜。

国家优质工程奖是 1981 年经国务院
批准设立， 是我国工程建设领域设立最
早，规格最高，跨行业、跨专业的国家级质
量奖。

此次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的广东药
科大学云浮校区项目（一、二期）工程，位
于云浮市云浮新区， 总建筑面积约 33 万
平方米，是集产学研为一体的中医药领域
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也是全国独立建制的

三所药科类高等院校之一。 此次获奖，体
现了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全方位、多
举措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为建
设高质量发展的美丽云浮交出了一份亮
眼的成绩单。

为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云浮市住
建局先后制定出台了《云浮市建筑工程质
量安全风险分级检查标准》《云浮市建筑
工程质量评价试点方案》 等政策文件，在
此基础上，紧盯源头追溯、强化过程监管、
鼓励群众参与，确保工程质量安全体系全
程可控，不断完善工程质量差异化管理机
制和社会监督机制，促进建筑工程质量均
衡发展， 切实提升云浮市建筑工程品质，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实行工程“联合验收”制度，切实解决
企业验收难的问题， 帮助项目落地投产跑
出云浮“加速度”，云浮市住建局坚持“减时
间、减环节、减跑腿”的原则，不断优化办事
流程，简化各项行政审批手续，实行告知承
诺制和容缺受理， 并针对高频事项启用电
子证照，为企业办事提供便利。

组织召开绿色建材（水泥）工作会议，
促成云浮市的 10 家水泥生产企业签订出
厂价优先供应水泥给云浮本土混凝土搅
拌站、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和云浮重点
项目，既促进了本地水泥的销售，增加政
府的税收， 又减轻了采购企业的成本，实
现多赢局面。

云浮市住建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通过创新监管
模式、完善工程质量保障体系、优化发展
环境等措施， 进一步加强质量安全监管，
继续推动云浮市建筑业不断迈向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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