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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春市 9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草案成果的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有关规定及市政府工作

部署，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长春市规划编制研究中

心编制了人民大街、新民大街、第一汽车制造厂、中东铁路

宽城子车站、南广场、伪满皇宫、商埠地、宽城子、长春电

影制片厂等九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为便于公众了解

保护规划编制的背景、目的、要求等信息，更好地提出意见

建议，现就保护规划草案成果做如下说明。

一、编制背景

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

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

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

域。2010 年以来长春市先后分三批申报并获批了人民大街、

新民大街等九处历史文化街区。街区获批以来，我市通过出

台保护条例、成立专业委员会，挂牌建档、编制保护规划方

案等多种方式开展街区保护工作。

为贯彻落实国家、吉林省关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系列

部署，加强我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利用与管理，按照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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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市政府工作要求，特开展此次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

工作。

二、编制目的

编制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旨在加强我市历史文化街

区的保护与管理，保护街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

境，延续街区传统格局和风貌，推进历史文化街区的合理利

用。

三、规划范围和期限

规划范围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

规划期限为 2023—2035 年。

四、规划主要内容

依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并结合国家和省市相

关要求，本次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内容主要包括评估历

史文化价值及特色，提出规划目标、原则和保护对象；确定

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制定相

应的保护控制措施；提出保护范围内建（构）筑物和环境要

素的分类保护整治要求；提出土地利用、道路与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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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内容和要求；提出展示、利用的要求和措施；提出规

划实施保障措施等。

1. 保护对象

按照“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要求，将街区内的

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建（构）筑物，

历史上形成的传统街巷和肌理格局，以及古树名木、老字号

等历史环境要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评估后统一纳入保护

对象进行整体保护。如人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伪满洲国中

央银行旧址（现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省商务厅

办公楼、吉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苏军烈士纪念塔等建（构）

筑物，人民大街、呼伦路等传统街巷，胜利公园、儿童公园

等历史公园及古树名木，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中的鼎丰真老

字号等。

2. 街区保护范围

按照保护要求分为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其

中，核心保护范围为街区内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

风貌建筑等保护建筑分布密集、空间格局最具特色的区域，

建设控制地带为街区保护范围以内核心保护范围以外的区

域。如伪满皇宫历史文化街区，其核心保护范围为伪满皇宫

博物院整个院落，外围无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区域划

为建设控制地带。保护控制措施主要从建设活动、土地利用、

环境景观等方面提出管控要求，核心保护范围相较建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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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管控要求会更为严格。

3. 分类保护与整治措施

按照保护对象的不同类型及相关标准规范，分别就街巷

格局，建筑、历史环境要素等提出明确要求。如街巷格局，

保护规划对不同类型传统街巷的名称、走向、尺度、风貌等

的保护与整治做出了规定；针对不同类型建筑，从日常保养

维护、修缮、维修、改善等保护与整治活动做出了规定，并

对建筑进行编号，通过图表的形式予以表达。

4. 土地利用与街区活化

保护规划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土地用途、建筑高度和容积

率等指标、绿地景观、土地利用兼容性等提出了要求，明确

了街区鼓励引导的土地用途和功能业态，明确了具体的控制

指标。如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明确街区土地用途

以居住、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活动、商业服务业为主，明确要

促进街区发展多元业态，推动街区商业活力提升，保留提升

国泰电影院、鼎丰真、泰发合等的传统业态功能，鼓励发展

艺术展览、民俗文化、工艺创作等传统文化业态，以及社交

餐饮、商业零售、小型办公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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