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

“西塔”设计者见证珠江新城发展

作为广东省内建筑设计领
域的知名专家， 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是
广州国际金融中心（西塔）的
设计者， 他见证了珠江新城
CBD 从无到有。

上世纪 80 年代，珠江新城
一带还属于铁皮房堆积的市
郊，直到 1997 年，这片区域才
重新得以规划。 倪阳作为团队
代表参与双子塔的设计， 本来
想要设计成外形完全一致的建
筑，但是最终未被采纳。

不过也正是倪阳提出，让
西塔面朝珠江， 从而更好地展

现壮阔的
城 市 景
观。 同时
富力中心
大厦也是
倪阳与同事们的
手笔。此外，倪阳
还参与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等国内大型项目的设计。“其
实对于一个城市，建筑设计的
投入意义重大，好的设计能拉
长整个城市建筑的生命周期，
我希望广州建筑能朝精细化
这个方向走，打造有品质的建
筑。 ”

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潘安：

海纳百川是广州的基本特征
1981 年，潘安毕业实习第

一次来到广州， 这座城市每一
角落都散发出浓浓的商都气
质，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
1991 年为攻读博士他再次来
到广州。

他说，“广州是一座不矫揉
造作的城市。 海纳百川是这座
城市的基本特征。因此，这座城
市也具有遇泥则污、 遇水则清
的特点。 ”

面对如何平衡经济与环
境，广州着力拆除违章建筑物，
恢复绿化， 不断完善城市公共
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这
些成果是广州人尊重城市秩

序，尊重科学规律，尊重空间法
制，尊重客观环境的回报。 ”潘
安说道。

他说，2011 年， 广州完成
了城市空间框架构建工作，开
始谋划新的十年。 广州新十年
的目标是建设智慧城市 ，在
2020 年之前广州可以完成“城
市数字模型”测试和试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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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座城市非一日
可毕，一座有深厚历史底蕴
的城市更是人类的自然选
择。 作为中国南部重要的对
外开放前沿城市，广州在改
革开放伊始便被赋予了特
殊的使命。

在 “向未来出发———
我与改革开放的广州故事”
系列专题报道第四期———
广州规划故事中，五位亲身
见证参与广州规划的大咖
讲述了广州规划故事。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总规划师黄慧明：

让广州规划建设更有高度和温度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
人”，1978年，黄慧明出生于南
昌市郊区， 上世纪80年代的交
通还没有那么便利， 他从家进
南昌市区要坐一个小时的汽
车 ，“那时候进市区逛一次公
园，或者买一次年货，前一天会
兴奋得睡不着觉。”黄慧明从小
就对城市有强烈的向往。

邓小平南巡后， 广州这座
南方沿海城市引起了正在读高
中的黄慧明注意。“广州兼具城
市的温度、文化的深度、包容的
气度，很吸引我。 ”黄慧明说，
1995年高考后， 他没怎么犹豫
就填报了中山大学。

2000年， 黄慧明到广州市
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工
作， 当时广州也正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重大项目接踵而至。初
到规划院， 黄慧明所在团队只
有四个人，由于任务繁重，加班
画图纸就成了常事，“一周至少
通宵两次。 ”

他对参与的首个项目记忆
犹新， 当时他们负责广州开发
区科学城的规划设计。 科学城
地势起伏， 周边都是50米高的
丘陵地， 而科学城定位是要成

为高品质的工业园， 这给规划
师们带来了挑战。“当时为了看
周边的植被环境， 跟着工程师
们一起爬山。 ”黄慧明回忆，突
然暴雨袭来， 整个衣服都湿透
了，T恤都被植被的绿浆染成
了绿色， 然而回去之后还是伏
案继续做方案 ，“当时我才发
现， 原来规划师并不只是在图
纸上做文章，规划不是画画。 ”

后来黄慧明又参与了对于
老城区如荔枝湾、 东濠涌等工
程的改造和重新规划。 2010年
后， 广州城市发展趋于成熟稳
定， 更注重品质化的发展和沟
通。“这时我的项目开始更偏向
于文化社区和深层次的思考。 ”
黄慧明说。

2018年， 黄慧明又承担起
了 2035年广州建设规划的主
导工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 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
将改革进行到底。 ”他说，“我
们的设想是让广州成为‘活力
全球城市，美丽宜居花城’，规
划院也将坚持‘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 、 中国特色 、 高点定
位’， 让广州规划建设更有高
度和温度”。

原广东省高教厅厅长，中
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原
教授、博导许学强：

从出力到献策
参与城市建设

1958年，许学
强来到广州，从此
就在这里学习、生
活、工作。“很荣幸
能参与广州的发
展，我出过力，也献过策。 ”

他曾参与修建东湖公园的工程。当时的
东湖还是一片淤泥，许学强在那里连续劳动
了一个星期左右， 虽然天气已经很冷了，但
他每天都干得满头大汗，除此以外，还要时
刻防备蚂蟥叮咬。 1961年，许学强以学生身
份参与第11版广州城市总体规划。 在改革
开放后的广州规划中，许学强也一直没有缺
席，如1983年的增城县域规划、1987年的广
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2000年的广州市概
念规划方案竞赛等等。

“比我辛苦的还大有人在，一想到在这
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有我曾经贡献的一份
力量，就很欣慰。 ”许学强说。 除参与广州的
城市规划建设，他还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事
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广州城市建设者。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
学院教授、博导何艳玲：

建造一座可以对话的城市

1996 年何
艳玲来到广州，
如今她担任着
中山大学政治与
公共事务管理学
院博导， 长期研
究城市建设中政府
的角色问题。

“政府应该是一个引领者，改革的初
期政府管理并没有适应突然而来的变化，
我们的设计和管理体制能够保证基本秩
序已经不易。 ”何艳玲说。 在她看来，广州
市民公共参与精神非常强，这些年的发展
背后有公众参与基础，很多政策是建立在
听取民意基础上的，比如职能部门会出来
摆摊听取意见，媒体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而对于未来的发展，何艳玲认为广州
应当更加开放，“在新媒体时代，广州需要
利用好媒体， 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传承下
去，建立更好的城市形象，从而集聚非常
优秀的产业和人才。 ”

五位亲身见
证参与者讲述广
州规划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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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勇彪悍的“战场精算师”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廖

新
华

第一眼见到他，如果不是一身军装，你可能会把
他认作大学老师廖新华， 而不是南部战区某部部队
长廖新华。 而事实上，在他斯文儒雅的外表之下，却
有着一颗血性十足的内心。2016年6月，廖新华离京
赴南部战区报到时，特意带着名师雕刻的两枚印章。
一枚雕刻着西汉名将陈汤的名言：“犯强汉者， 虽远
必诛”，另一枚雕刻着“忠勇彪悍”四个字。 这两枚印
章，代表了这名铁血军人的性格和心声。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通讯员 高毅 赖东威

雅擅丹青的“艺术家”
现代军人必须文武双全、

有勇有谋。 廖新华有时又像是
一位文人或者艺术家， 他不仅
精通军事，在文学、历史、哲学、
艺术等方面都颇有造诣。 他始
终反对一种观念， 就是军人都
是“傻大黑粗”，四肢发达头脑
简单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而且
就算冷兵器时代， 也是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队伍才能打胜
仗。 ”廖新华说。

走进廖新华部队的楼道，悬
挂在墙上的一组厚重的航空画
映入眼帘，左边的一幅，岛屿上
空，3 架图 -2 轰炸机一字排开，
正打开弹舱向地面轰炸，机身上
人民解放军空军机徽赫然醒目。
右边那幅是一架伊尔 -10 强击
机， 呼啸着从大陈一座军港掠
过， 港内瞬间腾起滚滚浓烟，战
机在白云和绿岛的映衬下格外
威武。

这幅航空画取材于一江山
岛之战，设计和构图皆出自廖新
华之手， 而绘制则是他的好友，

中国航空画领域的杰出青年画
家张一鸣。 少年时，在绘画方面
颇有天赋的廖新华师从我国著
名航空画大家陈应明先生，成为
他的关门弟子，与航空画结下不
解之缘。 这不仅让他多了一门陶
冶情操的爱好，更为他开启了从
艺术维度探索战争奥秘的全新
视窗。 艺术与军事、画布与战场、
事业与爱好，在廖新华这里实现
了融合。 他自嘲“唯一可惜就是
业余时间不够， 只能出主意，起
草构思，没空自己动手画完一张
完整的航空画。 ”但是从《不列颠
空战》到《一江山岛之战》，从《北
非空战》到《猛龙跨出国门》，每
一幅画，都闪烁着廖新华的战争
艺术光芒。

廖新华说， 技术和艺术并
不冲突，有的俄罗斯飞行员，拉
小提琴是一把好手， 也有绘画
很好的， 来中国还带着画板写
生。 同事里也有摄影高手、乐器
高手。“战争本身就是一门艺
术，充满变数、诡异和神奇。 ”

跟着他感受“苦”和“慌”
在一般人眼里， 跟着领导

出差是一件幸福的事， 但是在
廖新华团队里，跟着他出差，却
实实在在是一件“苦差事”。

去年 7 月， 廖新华带着团
队工程师曹学武去北京、西安、
上海等地出差， 本以为可以放
松放松的曹学武看到行程表便
感觉此事“不简单”，果不其然，
每到一个地方，飞机一落地，廖
新华不是先去酒店放下行李
箱， 而是带着曹学武直奔安排
表上的单位收集资料数据、找
专家探讨攻关中遇到的棘手难
题。 更让曹学武没想到的是，他
们连晚上都不休息， 不是整理
白天的成果， 就是准备第二天
的问题。 就这样，出差 4 天，廖
新华带着曹学武先后跑了 8 个

地方，解决了 3 大类 10 个重点
难题。

而队员马志阔的关键词则
是“慌”。 马志阔觉得廖新华长
年在机关工作， 对团队的事情
未必熟悉， 结果一件事彻底颠
覆了马志阔的印象。 在一次演
练时， 马志阔指挥士兵把假想
敌抓住后铐在了空旷的地方。
没想到廖新华看到后， 直接对
他说：“你把他铐在这么空旷的
地方， 是打算告诉他的同伙快
点逃跑么？ ”随后又指出了五六
个问题， 毫无心理准备的马志
阔霎时哑口无言。 马志阔说，从
前他的任务都比较简单粗暴，
而廖新华给他的任务则都需要
精心思考， 有时甚至要加班到
凌晨四五点钟。

树立“以算制胜” 理念
在廖新华办公室的书架上，

整齐陈列的数瓶沙土格外引人
注目。 仔细一看，瓶身的小纸条
上，还分别记有采集地点、采集
时间等信息。 这几瓶沙土看似
普通，但可不仅仅是纪念品。 原
来每到一个地方， 廖新华就收
集当地的沙土标本， 来研究预
设战场环境。 这些年，廖新华无
论是出差还是休假， 每到一地
都将其作为预定战场审视一
番， 爬上制高点， 看看四周环
境；察看现有设施，算算抗毁能
力和打击能力；收集气象资料，
计算对作战的影响； 踩踩路面
沙石，评估适合什么装备行进。

精算细算， 是廖新华团队

“不成文的规定”。 凡事“算”为
先，不算不张口，不算不行文，
不算不筹划。 说起这条“铁规”，
参谋吴朝波感触特别深刻。 刚
到队里不久， 廖新华要求他对
某课题进行研究。 吴朝波凭借
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 基本没
怎么计算推演便递交了一份研
究报告。“这些结论经过计算了
吗？ ”没想到，廖新华一眼识破
报告“有水分”，直奔主题问道。
确认缺乏深入演算后， 他语重
心长地告诫吴朝波， 没有经过
精细计算得来的结论是没有说
服力的， 到了战场要付出惨痛
的代价。 吴朝波拿回去重新演
算， 发现有的结论果然站不住

脚， 个别数据与实际还偏差甚
远。“现在想想都后怕，要是战
时就按之前的结论干， 后果不
堪设想！ ” 吴朝波心有余悸地
说。“打赢现代高科技战争，须
臾离不开精准的数据支撑 ，精
算细算才有胜算！ ”廖新华教导
大家树立“以算制胜”理念，每
次任务都必须精算细算深算 ，
每个数据都要经得起实战检验
推敲。 廖新华说，用三个词形容
自己的工作，那就是“责任”“坚
持”“聪明”。 所谓责任，那就是
守土有责，认真负责；如果想在
某方面有所成就， 那就一定要
坚持。 此外，还一定要聪明，甚
至狡猾，要和敌人斗智斗勇。

筚路蓝缕跑好“第一棒”
廖新华现在所在的单位

成立只有两年多，但两年的时
间里，廖新华团队已取得攻关
成果 20 余项，9 项成果填补
我军某研究领域空白，先后向
上级机关输送优秀参谋人员
10 多名……他的工作被战友
誉为“新华速度”“新华数据”
“新华点评”，这里面饱含着他
和他的团队的艰辛努力。

万事开头难。 战区组建之
初， 就如同一张白纸绘蓝图，
直接考验着第一代战区人的
使命与担当。 廖新华所在的部
队作为战区联指中心的重要
支撑， 在我军还是新生事物，
没有现成经验可循。

“战区本来就是全新的事
业， 什么都有了还要我们干
嘛？ 作为第一代战区人，就是
要当好‘奠基人’、跑好‘第一

棒’！ ”廖新华暗下决心，率领
大家向全新领域发起冲锋。

报到的第一天，他就直接
从机场赶赴联指中心受领任
务， 与战友一起开始了加夜
班、吃泡面、住通铺的生活。 一
周之内，他组织力量将一间普
通的会议室进行改造和系统
联调联试，与各席位实现了交
互作业，实现了作业环境的从
无到有；不到一个月，团队就
初步形成了多类计划工作流
程，实现了制度机制的从无到
有；三个月，带领团队实现了
设想设计的从无到有。 在两年
多时间里，他带领团队研发专
业软件，与多家军工单位和院
校联手攻关，深入展开研究论
证，开创性地提出战区联合仿
真试验构想，建起了我军第一
家战区联合作战实验室。

“骨灰级” 少年军事迷
廖新华出身革命军人家

庭，从三岁开始，父亲就一手拿
着戒尺，一手拿着识字卡片，一
字一句教他背陆游、辛弃疾、文
天祥等爱国诗人的诗词， 给他
讲解霍去病、岳飞、杨靖宇等英
雄的故事。 廖新华说，在父亲的
严格要求和教育熏陶下， 从军
报国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
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订阅《兵
器知识》《航空知识》《舰船知
识》等军事杂志，读高中时“啃”
完了1500多页的《中外海战大
全》。 多年来，他一直保持阅读
军事杂志、 研究地图、 预设战
场、绘制军事题材画的习惯，是
有名的“骨灰级”军事迷。 从空
军某大学毕业后来到部队，他
一直没有放弃阅读的习惯。 在

该队图书室里陈列的3000多册
军事图书中， 近一半有廖新华
的标记。 此外，这些年他为队里
收集的飞机、坦克、舰艇、火箭
等各型武器装备模型， 足够办
一个小型展览。

如今， 当年的“少年军事
迷”已经真正变成了一名军人。
2001 年，廖新华军校毕业后主
动申请到“五分钟内完成战备”
的应急作战部队摔打， 先后参
加全军重大演习 20 余次，完
成军事理论专著 3 部， 获得某
军事理论研究特等奖 1 项、一
等奖 2 项。 两年前， 他又克服
种种困难， 放弃了在空军机关
某部工作的机会， 主动申请来
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 走向了
主战岗位第一线。

廖新华（左一）给青年干部面对面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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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海纳百川
规划兼具温度气度

小小朋朋友友们们在在广广场场上上玩玩耍耍
羊羊城城晚晚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秋秋明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