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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现代快报和南京市规

划局联合推出的“快报论坛”
将在本周日上午再次开讲。昨
天记者了解到，“生活南京”
（www.lifenanjing.com.cn）
将对本次活动全程直播。

技术人员在通过对会场
网络情况的综合“体验”后确

定，会场具备了直播的技术条
件。届时，市民既可以在现场
参与讨论，网友也可以坐在家
中在线提问，与会场内的各位
一起探讨。南京市规划局相关
人士昨天说，作为六朝古都，
南京也一直在寻找 “城市色

彩”。目前，色彩研究仍在有计
划有步骤的进行之中，至于今
后南京城市色彩为何种基调，
规划局的有关人士认为，目前
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快报论
坛”也是规划部门为城市色彩
听取市民建议的重要渠道。

从前期调研来看，目前专
家对南京城市主色调到底选

用什么颜色，看法不尽相同，但
对浅绿色或黄红色的认可度比
较高。因为这两种色彩是明孝
陵、明城墙、明故宫的基调。因
此他们认为南京在主色调选择
上应采用暖色调的黄色为主，
也有历史文化名城特色。

另有部分专家称，民国文
化中西兼容，是南京重要特
征。一是总统府，二是中山陵，
三是优秀民国建筑。从文脉相
承的角度来看，南京城市色应
偏重于浅色调为主。也有一些
专家提出，南京应该做足水文

章，城市色彩应采用浅绿色或
乳白色基调。

那么，你觉得南京到底该
着什么色呢？欢迎你报名参加
周日“快报论坛”，也可以通
过热线发表自己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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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1年，南京就开
始探讨“年票制”并制定了

相应的预案，但不知为什么，
这个方案一直搁浅至今。没

想到前天，在南京市召开的
“重大基础设施与南京布局
优化和产业升级” 研讨会
上，“年票制”这个敏感的话
题再次被提及。

昨天，记者采访了有关

专家，他们均表示“年次票
制” 的实施是南京将来的
一个必然趋势。据了解，此
次讨论比2001年的方案更
加成熟，如果实行年票制，
被卖出去的二桥、三桥利益
如何保证，南京市民可否选

择次票等都有了一个初步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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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南京交通网络的建

设和城乡道路的发展，路网

交叉增多，收费站点将越来
越密，目前的这种过路过桥

费征收方式阻碍了主城区与
周边地区的联系不利于整个
南京都市圈的发展远景和沿
江开发战略的实施。如果不
改革，南京将被收费站团团
围住。

另外由于受到路网扩

张和城市化的影响，现存相
当数量的收费站如宁丹公
路收费站、宁铜公路收费
站、312国道收费站等形同
虚设，绕逃车辆众多，收费

收入大幅下滑，国家规费大
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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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次票制如何征收，据

介绍，届时本地车辆和长期
调驻南京市的外籍车辆实
行按年度定额征收车辆通
行费；外地车辆按次在进出

城通过市属收费站征收次
票。这模式取自于上海。目

前，南京从沪宁高速进入上
海，沪宁高速上海段收费15
元，入城费交30元（小车，
有效期7天）。

基于此，南京也开始了
探索，但南京的地形远比上
海复杂，属枢纽型城市，经

过长时间研究后，拿出了初
步方案：撤除所有过江通道
收费站，实现环形布局。即

以长江为界，将江北沿二环
线以外布局收费站，江南收
费站全部移至三环线以外，
控制主要进出城二级（含二
级）以上道路，设立外地车
次票收费站，二级以下可绕
行进出城道路采取交通管

制（或设置堵逃点），扎口
征收处地车次票通行费，最
终形成外围收费，城内无站
的格局。

<=2>?@ABCDEF

年票制就是对本地车按

年收取通行费，然后经过南
京境内的收费道口时就不需

交费，但外地车仍然按次交
费。采访中很多车主认为，不
太公平，理由是他们一年出城
没几次，凭什么要缴纳一两千
元的年费。“我们可不可以像
外地车一样购买次票呢？”对
此，有关人士表示，现在年票

的具体定价是多少还在探讨
中，不过，原则上说不主张本
地市民购买次票。因为，如果
对本地车实行自愿选择年次
票，那么年次票的实施将失去
意义，必将导致绝大部分本地
车选择次票，会使得通行费收

入降低。所以，实施中，南京也
会像其他城市一样，强制实行

本地市民统一购买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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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站“跑”进市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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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还了解到，安乐
寺、沉香街、古禅灵渡等这

些已经消失的老地名将
“再生”，并列入保护名单。
江苏省民政厅地名管理专
家薛光表示，一旦入选，力
保永不消失，这是保护老地
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将这
些有实用价值的老地名重

新启用或移植到新的地理
实体名称上，使之重放异
彩，传承地名文化，增加城
市底蕴。

他举例说，例如水西门
这个城门已经不存在了，但
是将附近的马路命名为“水

西门大街”；再如朱雀桥，在
历史中曾经更名为镇淮桥，

为了不让这个老地名湮灭，
又特意在军师巷内、镇淮桥

旁建造新桥，恢复其名“朱
雀桥”；还有皇册家园住宅
区，就是以所在地附近的老
地名“皇册库”命名。此外，
还可通过恢复有历史文化价
值的老建筑，使相应的老地
名获得重生，如即将复建的

大报恩寺、天妃宫，使这些已
不再使用的老地名重新进入
市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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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南京市地名办举
行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希望

联合有关部门梳理和保护老
地名，将已消亡或是面临消
失的一些极具历史价值和丰
富文化内涵的老地名列入历
史文化地名保护名录，向社
会公布地名。同时向江苏省
文化部门申报列入“江苏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
南京老地名保护名录即

将出炉，究竟哪些老地名能
入围呢？今天起，南京市地
名委员会、南京市行政区划
地名协会和现代快报社联
合推出“老地名海选”评选

活动，市民可根据候选名单
中的200个老地名，综合考

虑历史、文化、知名度等各
方面因素，自由推荐您心目

中最有价值的50个老地名，
截止时间9月1日。

3种投票方式参与入围
老地名评选：1.拨打南京市
电 话 问 路 服 务 热 线
16885156（信息费1元/分
钟） 或者登录南京地名网

（http：//njdm.nj.gov.cn）
“老地名海选”专栏投票；2.
拨打现代快报热线：96060、
84783591，或者登录快报网
站（www.lifenanjing.com.
cn）；3.写信至成贤街43号南
京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邮

编：210018，信封上请注明
“海选老地名”字样，有效日

期以邮戳到达日为准）。上述
三种方式参与时，请您务必

留下姓名及有效的联系方
式，以方便我们与您联系。

随后，快报将与市地名
专家，根据相关评定标准，从
市民投票选出的老地名中评
定出50个入围最佳老地名。
为鼓励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本次活动将根据您选出的老
地名与最终评出的50条老地
名的吻合数量，对活动优秀
参与者给予奖励。其中：一等
奖：1名，奖金800元；二等
奖：2名，各奖400元；三等
奖：5名，各奖200元；纪念奖：

若干名，奖励雨衣、雨伞、
《故都印记》书任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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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文化部办
公厅从去年底开始公示第一

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推荐项目，南京有4个项目
进入，分别为南京云锦、南京
金箔锻制技艺、金陵刻经印
刷技艺和秦淮灯会。就全国
而言，还没有一个城市将老
地名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起来，而南京在这一方面，
条件得天独厚。
“相对于物质遗产来

说，保存名称其实更容易。”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系教授
马永立认为，从物质层面看，
南京有三绝，明清的老民居、

明城墙、绿化，但这些都难逃
时间的销蚀或人为的破坏。

但老地名包含着漫长久远的
历史风云，虽经岁月洗涤，却

牢牢定格在城市记忆里。
据悉，按照历史时间、知

名度以及传承价值的标准，
50个老地名将分为五大类
收列保护名录中。一是南京
的政区名，如建业、白下、建
康、金陵、应天、江宁等；二

是聚落和街巷名，如越城、石
头城、乌衣巷、朝天宫、桃叶
渡、成贤街、龙蟠里等等；三
是建筑名，如鸡鸣寺、朱雀
桥、文德桥、聚宝门等；四是
山川、河流、湖泊名称，如紫
金山、清凉山、秦淮河、玄武

湖、莫愁湖等；五是坊店名。
如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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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地名委员会、南京市行政区划地名协会、现代快报社联合推出“海选老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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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寻找“城市色彩”，欢迎您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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