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谢小青

十多年前， 说起酃湖， 大家脑子里蹦出的画面肯定是这样： 遍野的葡萄园、 水塘、 农田。

现在， 这里是大学城， 是衡阳一张亮丽的名片， 一座座新建筑在这里拨地而起， 已从十

年前的人影稀少， 发展为如今人潮如涌的景象。

大学生漫步在湖南工学院内 罗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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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师院与体育中心一角 罗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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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衡阳“大学城”在葡萄园和水塘之上崛起

在高校扩招、扩大办学规模的浪潮下，大学城建设已深深改变城市的面貌

在许多城市， 大学校园往往都是文化的地

标， 人才的集聚和发散中心， 同时也能形成商贸

热点。 本世纪初， 全国各地大学城建设方兴未

艾， 衡阳也不例外。

2004

年， 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工学院的新

校区几乎同时破土动工， 一个占地

1600

多亩 ，

一个占地

1300

多亩， 后来加入的湖南高铁职业

技术学院占地面积也有

800

亩。

这几所高校纷纷在酃湖一带展开建设， 并非

偶然， 酃湖片区本就是衡阳城市的起源之地， 酃

县古城遗址就在举目所见的农田之中。 如今， 只

不过是重兴文脉， 再开城市建设的新纪元。

根据我市城市建设的 《总体规划》， 酃湖片

区是指位于酃湖以东地区， 功能定位为以商业金

融、 会议展览、 教育科研、 文化娱乐、 体育、 综

合交通、 居住等功能为主导的城市新区。 新区

内， 围绕衡阳师范学院、 湖南工学院、 湖南高铁职

业技术学院形成教育科研区， 形成文教中心。

而围绕大学城和高铁衡阳东站， 衡阳城在这里

还有一个宏图大略———规划建设一个面积达到

25.3

平方公里的武广新区。 在这个城市新区中， 大学城

起着重要作用， 并且是披荆斩棘， 担当了城市东扩

的先锋。

而在城市的西面， 衡州大道以北、 潭衡西高速

以西、 蒸水河以南， 另一个 “生态大学城” 也在快

速成长， 是我市按照国家标准为南华大学量身打造

的。 同时， 南华大学的新校区也被寄予了 “融城”

的重任， 将衡州大道和蒸水风光带拉伸至南华大

学， 最终将三塘镇融为城区的一部分。

可以说， 在高校扩招、 扩大办学规模的浪潮

下， 大学城建设已经深深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

貌。 这也是恢复高考

40

年来的一个缩影。

披荆斩棘， 大学新区担当扩城先锋

2004

年， 湖南工学院新校区开建， 现任校

宣传部部长的刘金春记得， 当时他还在老校区办

公， 对新校区充满了期待， 会抽空过来瞧瞧它的

变化。 “就是农村， 满眼的葡萄园、 水塘、 农

田， 周边全是平房。”

那会， 学校周边也没有什么商店， 周边马路

比较窄， 主要是从衡花路出入， 路边也没有什么

绿化。

2005

年第一批学生入驻， 从最开始的只有

4

栋楼， 到后来的

6

栋楼， 到如今占地

1300

多亩，

一座现代化的大学已经展现在大家面前。

随着学生的入驻， 学校里小超市、 快递网点

开起来了， 学校门前的一条街也变得繁华， 很多

当地百姓由农转商， 经营起商店、 饭馆、 宾馆。

2009

年， 高铁来了。 南来北往的客人从高铁

衡阳东站出来， 下车后， 最先看到的繁华之地就是

大学城。

2010

年， 现代化的体育中心建在湖南工学院

和衡阳师院之间， 大型赛事和演出在这里上演， 人

气更旺了。

2013

年， 衡州大道开通， 大学城离中

心城区更近了。

渐渐的， 周边的房地产开发兴起， 房价涨起来

了。 衡阳市水面面积最大的公园项目———酃湖公园

也在建设中， 将建设成为一个集吃、 住、 游、 购、

娱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公园和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

风景度假区。

昔日的农村崛起一座大学城

体育中心成为酃湖片区的地标 罗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