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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83_BD_E5_8C_97_E6_c57_614729.htm 成都东北郊，规划

着15平方公里的风景林地。房产商和市民中的生态志愿者同

时瞄准了其核心区域里的800亩湖面，前者希望这片土地化为

高档楼盘，后者梦想鸟儿来此栖息。 建鸟岛缓解热岛效应 成

都市成华区农业局副局长赵全喜，一直思索着身边的“热岛

”气候异相。2004年初，他向相关领导提出，利用成都东北

郊低洼地带，构建湿地生态环境。 赵全喜说，“市里有个思

路，在热岛效应最显著的城北、城东建设郊区森林公园，以

减缓热岛效应，形成空气对流系统。而对热岛效应的改善，

大面积水面的调节功能最强。”成都市政府随即采纳了他的

建议，责成赵全喜前期筹备。 赵全喜选择了自然地形低洼、

过去是大面积人工鱼池、具备良好进排水条件、同时又是成

都市上风口的龙潭乡秀水村作为北湖湖址。初步方案里，以

北湖为核心区域，维持水面800亩，并在周边15平方公里大规

模植树造林。 而景区开发需要数额巨大的投资，出于对效益

的考虑，北湖风景区管委会最初选择了公司运作的模式。一

家房产公司被委托对北湖建成后的用途进行设计，拿出了一

套方案，其中不乏高档楼盘。 “一接触这个方案，我觉得有

些不对。我们建北湖是为了减缓热岛效应，怎么又来圈地造

楼呢？那不是建设新的热岛吗？”赵全喜担心这样下去，热

岛效应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会愈演愈烈。 房产公司的想法非

常直接，该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员这样告诉笔者：“

楼盘出了效益，资金方有了投资回报，北湖建设才有人肯投



资。”“减缓热岛效应肯定会有效果的，但是这样的效果由

谁来享受？肯定就是我们沿湖修建的楼盘，是最先也是最大

的享受方。” 但是公司方不曾想到，或者不愿想到，这个湖

是为了1060万成都人脱离“热岛”之苦修建的，而不是专为

少数业主“逐水草而居”建造。 盖楼引发生态保护之争 扎西

学，28岁，一位普通的成都市民，也是业余观鸟爱好者

。2004年11月，他在报纸上看到为北湖湖心岛取名的消息后

，精神为之一振。 “800亩的水面，成都不正缺少一个鸟儿的

越冬地吗？如果做成鸟类的栖息地，人们不需要到野外去搜

寻鸟儿，人与鸟和谐相处，该有多好。”扎西学憧憬着，拨

通了赵全喜的电话。扎西学和其他成都观鸟协会的志愿者们

提出，在现有规划中再增加一个鸟岛，作为鸟类越冬栖息的

主要活动地，并从有利于鸟类栖息繁殖的角度修改现有规划

，最终把北湖建设成为150多种水鸟林鸟休养栖息的全国最大

城市鸟区。 两种方案，两种思维，表面上是“鸟岛”和“热

岛”之争，实际上是对土地的使用衍生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博弈，是“生态、旅游、经济回报”之间关系的博弈。

公司方代表着的观点认为：经济回报为终极目的，旅游为实

现手段，生态为旅游宣传的噱头；而志愿者观点认为：生态

是终极目的，旅游是生态建设的衍生物，经济回报是旅游所

带来的附加值。 扎西学说：“造湖，实际上就是造福，但是

给大款造福呢，还是给老百姓造福？是给少数人造福呢，还

是给多数人造福？是给现在的人造福呢，还是给子孙后代造

福？”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双方一起论证，才有可能取得最

后的结论。 要建岛市民参与论证 如果采取房产公司的方案，

那么算一算账，虽然减缓“热岛效应”的初衷难以实现，但



这种土地的使用方式将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回报，当地农

民可以依靠土地增殖而致富，房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发展的

规模更是巨大的。生态建设却是一个长期和回报缓慢的过程

，管理者何去何从？ 让市民参与到规划中来，此时身为北湖

工程部分负责人的赵全喜心中正有这个想法。他非常支持志

愿者们的做法，并积极地向主管领导推荐。 赵全喜说：“以

往的建设方案论证，都是方案设计方和专家、官员进行论证

，做出决定。让民间志愿者参与到项目论证中来，不说绝无

仅有，也是很少见的。” “当时我以为只是递交一份意见，

最多补充一个书面方案，没想到真的要让我们这些普通市民

上去讨论。”扎西学也很意外，但他还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让我去陈述方案，我就要把我的想法全部说出来，让专

家和官员知道我们老百姓是怎么想怎么看的。” 市民最终战

胜房产商 2005年年初，在北湖方案论证会上，成都市观鸟协

会的志愿者与房产公司短兵相接，展开一场唇枪舌战。 扎西

学忘不了那激烈的辩论，他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尽量去说

服每一位专家，每一位官员，甚至去说服房产公司。 扎西学

说：“当时那家房产公司老总亲自来了，带了他们所有的高

层和精英，8个人作了1个多小时陈述，还有精心制作的多媒

体演示。其实，他们的概念有的还很不错，提到了水域和文

化，但是他们圈地了，提出的大学城、生态产业链等都是为

房产服务。在我们方案还没出来之前，他们的方案已经受到

质疑了。” 轮到志愿者们陈述方案的时候，由于是临时插入

的议题，发言时间只有5分钟。 “当时气氛还是比较紧张，

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也回答了。同时我还给专家提出了一些

概念，我说什么叫做生态，不是仅仅造一个湖就叫生态，那



叫结构性生态，不是功能性生态，功能性生态就是动物能够

生存繁衍的环境，比如说鸟，既是生态建设的成果也是标准

。” 扎西学说：“论证结束以后，那家房产公司的副总还过

来和我交换名片，我以为他们还会和我们接触，没想到公司

方最后干脆退出了。” 专家认为，房地产公司的退出不仅仅

是“鸟岛”的胜利。这场争论也折射出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

。在过去，政府部门在做城市建设规划的时候，权力使得规

划具有垄断性，经济指标和统计数字让民间话语权缺失了。

老百姓好的意见，无法吸收到规划中去，老百姓利益有时还

会因此遭受损失，尤其是影响到生态环境方面的规划，民间

的声音更是在钢筋水泥面前显得那么渺小。在“鸟岛”和“

热岛”博弈问题上，管理者将规划论证向社会放开，让普通

人也拥有并行使自己的话语权，这是城市管理理念的进步。

试想，如果扎西学“说了也白说”，那么今天的北湖，可能

就是另一处“热岛”。 据赵全喜介绍，成都北郊风景区将计

划建成150多种水鸟、林鸟的栖息越冬地，预计今年4月中旬

完工蓄水，夏季初步实现鸟类栖息。届时，一泓清湖将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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