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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之变见证城市能级跃迁

从基本温饱走向高水平全面小
康，从传统农业产区变为现代化沿海
开放城市，从地无寸铁变成全省高速
高铁建设主战场，从工业基础“一穷二
白”到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风生水
起”……建市 40 年来，盐城在伟大的
历史进程中绘就了壮美的画卷。

新时代的盐城，正处在砥砺奋进
的最好时期。“国际湿地、沿海绿城”

“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已经在战略上
为盐城的未来建立了清晰的坐标、目
标和路线图。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委员、
总规划师宋迎春说，随着国家、省在战
略层面对盐城发展提出了新的定位与
要求，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现行的总
规已不能完全适应盐城城市发展需
要。2018年，我市谋划新一轮城市总
体规划编制，适逢党中央、国务院做出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多规
合一’”重大决策部署。2019年起，我
市围绕“多规合一”要求，高质量编制

《盐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加快构建区域协调、陆海统
筹、城乡融合的“三生”（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

目前，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
通过省级专家论证，正加快推进完善
和报批工作。规划明确盐城发展愿景
为“国际湿地、沿海绿城”，城市定位为

“绿色生态之城、绿色制造之城、绿色
能源之城、绿色宜居之城”。作为盐城
首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这是面向
203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盐城城市空
间的发展指南、可持续发展的
空间蓝图，更是未来各类
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

依据。
我市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放到长

三角一体化、江苏沿海开发、淮河生态
经济带等重大战略中进行统筹考虑，
并与周边接壤城市加强衔接、跨界融
合，从空间功能布局上更加主动接轨
长三角、融入全省“1+3”主体功能区，
着力将盐城打造成为长三角北翼先进
制造高地 、淮河生态经济带出海门户
和绿色宜居的国际湿地城市。

规划明确了未来盐城的发展重
点，为新一轮跨越发展提供精准指
引。宋迎春介绍，规划形成“一核一极
三带”的市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其中

“一核”是指盐丰一体化发展核，“一
极”是指黄海新区新兴增长极，“三带”
分别是指沿海、沿204国道—串场河、
沿西部湖荡—淮河复合功能带。另
外，中心城区形成“一主一副一轴一基
地”的空间结构。

前景可待，未来可期。备受瞩目
的《盐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关乎城市未来发展与民生福
祉，是盐城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蓝图和战略部署。相信，在盐城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指引
下，盐城将开创更加

美好的明天。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是一定时期城市发展的总计划、
总目标，是城市建设的综合部署，也是城市治理的“宪
章”。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绘下彰显时代特色的未来蓝
图，也见证着城市走过的风雨和变迁。

建市40年来，盐城先后编制了五轮城市总体规划，
一步一步地引领盐城走向新时代，逐渐彰显“国际湿地、
沿海绿城”的生态魅力、发展活力。

从1980版总体规划至今，历版盐城城市总规对城市
性质的合理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指引，对指导城市建设和
生产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3年盐城建市以前，城镇发展相对缓慢，城市发展
缺乏规划控制，布局零乱。1980版城市总体规划将城市
性质定为“革命纪念地，以发展轻纺、食品、机电工业为主
的区域中心城市”，并对于城区的范围划定与整体功能格
局进行了初步规划。

1983年建市后，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空间增长，
盐城市中心城区的规划框架依次经历1990年、1997年、
2003年、2009年、2013年共计五轮城市总规，为盐城城市
空间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拥有全省最长海岸线，海域面积占全省48%……沿
海，是盐城最大机遇、最大潜力所在。从“苏北沿海中心
城市之一”向“江苏沿海中心城市”，再向“沿海新兴中心
城市”演进，盐城城市定位之变体现了城市能级的不断跃
迁，在区域中发挥的作用逐步提升。

根据盐城得天独厚的临海资源优势与优越的建港条
件，1990版总规将城市性质调整为“苏北沿海中心城市之
一，以发展轻纺、食品、机电工业为主的工商城市，新四军
抗日革命纪念地”；

从江苏沿海发展战略出发，1997版规划城市性质为
“江苏沿海中心城市，海洋经济服务基地”；

2003版对城市定位是“江苏沿海中心城市，新兴工业

城市，海洋经济服务基地”；
2009年则调整为“江苏沿海中心城市，新兴工商业城

市，海洋经济开发中心”。
在思考中前行，城市发展的目标越来越清晰。2013

版城市总规明确定位盐城为“沿海新兴中心城市，现代工
商贸易城市，湿地生态旅游城市”，沿海特色与生态禀赋
逐渐彰显，绿色生态成为城市科学发展的主旋律。

十年来，盐城立足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面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以为沿海、为长三角造一道绿色屏障的决
心，为子孙后代留下永续发展空间的襟怀，坚持“守住生
态就是守住未来”的发展逻辑，做美经济、生态“双面绣”，
一幅自然之美、产业之美、城乡之美、发展之美相互交融
的新画卷徐徐展开。

在2019年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地之后，2022年又成功
创建“国际湿地城市”，这是迄今为止我市获得的两个世
界级金字招牌，也是盐城最为闪耀的城市名片。

从1990版到2013版城市总规，盐城中心城区规划范
围由25平方公里扩大到186平方公里。随着开发区、高
新区等平台载体的逐步成立与发展，城区拓展方向也经
历了由“面向东南，逐步开发西北”到“重点向南、合力推

进”，到“重点向南、推进河东，完善城中，优化城
北，逐步向西”，再到“重点向东、向南”的

过程。
2007 年盐城市政府正式南

迁，行政中心开始向南转移，
拉开了城南新区建设的序
幕。2008年聚龙湖在原有的
地形地貌基础上进行规划
改造，商业、教育、医疗、文

化、住宅等围湖展开蓝图，南
金鹰商圈、聚亨路小学、第三

人民医院南院、盐城市文化艺术中心等陆续建成；随后，
欧风花街、中南城、新弄里等商业休闲中心依次打造，成
就了城南如今的魅力风采。

在主城空间拓展方面，2003年至今城区城市建设用
地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建设用地6平方公里左右，更
多土地用于城市绿地、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城市生活更加
美好。从空间来看，中心城区空间形态经历两个阶段的
演变历程，2003至2012年间，盐城市区往南、往东跨越式
拓展，城市骨架迅速拉开；2012至2016年间，城区各功能
组团用地进一步填实。

平台载体的设立、交通条件的改善、功能设施的完
善，带动城市空间跨越发展。其中，盐城经济开发区的设
立带动城市产业空间跨越通榆河向东拓展，盐城高新区
带动了城市产业空间跨越宁靖盐高速向西拓展，盐南高
新区带动了城市服务业空间向南拓展。

2019年10月，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城北改造”的重
大决策部署，吹响了老城有机更新的冲锋号，定下了“一
年打基础、三年见成效、五到八年基本建成”的建设目标。

较之白纸绘新图，斑驳旧纸上重绘蓝图显然更难。
实施主体较多，规划较零散混乱，公共设施缺失严重，历
史文化资源分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一扎口，统
筹总控，形成城北地区规划一张蓝图，确保规划的科学性
和可操作性。围绕城市功能布局、补齐民生短板等问题，
坚持高起点规划引领，迅速编制城北地区城市设计、控制
性详细规划、各类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等，
为建设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如今城北旧貌换新颜，曾
经满目疮痍的老城初步蜕变为水清岸绿、宜居宜业、产城
融合的城北新城。

蝶
变

40年，江河可成大川，
平地能起高楼。荒芜变繁
华，平凡造奇迹。大潮奔
涌，万物生长，我们脚下的
这座城市如何成为现在的
模样？

从五轮城市总体规划
中，可以清晰看到盐城跨
越式发展的历史轨迹。透
过一张张城市总规图，我
们回望盐城一路走来的历
史“足印”，见证着盐城建
市40年的辉煌巨变。在40
年的砥砺岁月中，每一版
总规都像通往未来的闪亮
接力棒，在奋斗者手中交
接，使盐城完成时代所需
的蝶变。

向绿而行长卷铺开绘就新图

空间拓展不断打开发展格局

20082008年时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塔年时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塔 城北新貌城北新貌

盐
南
体
育
中
心

盐
南
体
育
中
心

四
通
八
达
新
盐
城

四
通
八
达
新
盐
城

跨
越
式
发
展

高
质
量
发
展

五
轮
总
体
规
划
见
证
盐
城

20世纪90年代盐城市行政中心

湿
地
城
市

湿
地
城
市

沿海绿城沿海绿城

2010年 12月 30日，盐城经济开
发区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