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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水文化规划建设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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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人水和谐”理念出发构建水文化规划建设框架，为如何将水文化应用于资源

开发与规划提供思路。 “人水和谐”理念可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健康、发展与协调，分别指导着

水系统、人文系统及二者关系，也指导着水文化规划建设中的水资源现状、水文化发展趋势，以
及空间布局优化、功能结构完善和与外部和谐发展的内容。 本文以陕西水文化规划建设为例，
依此理念搭建规划主体框架，有助于厘清水文化规划建设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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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人类

文明发展的基础支撑，也是人类文化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大力加强水文化建设，是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水利部门提

高行政管理能力和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的需要，也
是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美丽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需要。 时德青，
孔玲（２００９） 指出国内水文化的研究始于 １９８８
年，由李宗新最早提出“水文化”这一概念，继而

将水 文 化 研 究 归 纳 为 三 个 时 期： 初 始 时 期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年）、有组织地发展期（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繁荣期（１９９８—至今）。［１］郑大俊等（２００９）认
为水文化是以水利人为主的社会成员在处理人水

关系的实践中创造出以精神成果为核心的各种成

果的总和。［２］ 与此类似，毛春梅（２０１１）指出水文

化是指人们通过与水密不可分的生产、生活活动

所创造的以水为载体的各种物质、精神、制度与行

为的总和，随后对水文化与水利文化的关系进行

辨析。［３］李宗新（２００５）提出水文化的实质是人与

水关系的文化，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历史渊源的

悠久性、丰富内容的精博性、前进方向的先进性等

特点。［４］孟亚明（２００８）对此本质表示赞同，并认

为其具有科学性、行业性和社会性。［５］ 自 ２０００ 年

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开了关于水与文化多样

性的讨论， 并且于 ２００７ 年正式设立了“水与文化

多样性项目”， 并提出了“水的文化多样性是可持

续的关键”的理念。 在 ２００６ 年第四届世界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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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些学者纷纷提出了新的水文化，他们认为新

的水文化是以水的合理利用及回收利用为焦点，
解决水问题不是靠建大坝而是通过对适宜的基础

设施的投资建设，来满足人类对水资源的需

求。［６］ 人与水的关系在历经被动的适应、控制与

防御、忽视自然规律控制等阶段，到如今逐渐步入

“人水和谐” 的协调共处的新阶段。 陈兴茹

（２００６）认为“人水和谐”内涵包括通过水利工程

的建设和管理，建设安全、舒适的水边空间；生态

环境良好的滋润的国土；建成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的社会。［７］乔聚玲，刘芳（２００７）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构建了人水和谐体系框架，指出需逐步建立

起完善的现代化水网体系、水资源节约保护体系

和水生态景观体系。［８］ 左其亭（２００８）认为“人水

和谐”是人文系统与水系统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

状态，即在不断改善水系统自我维持和更新能力

的前提下，使水资源能为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久远的支撑和保障。［９］ 随后进一步

指出它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１）水系统自身的

健康得到不断改善；（２）人文系统走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３）水资源为人类发展提供保障，人类主

动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水系统，健康协调人水关

系（左其亭，毛翠翠，２０１２）。［１０］人水和谐是水文化

组成部分，［１１］是生态水利的核心，［１２］ 是科学发展

观的要求，［１３］人类必须将自己的自由限制在生态

伦理权限范围之内，才能保证人与自然乃至人与

水的和谐。［１４］

目前国内外水文化研究单纯地停留在景观的

营造、水环境治理及保护的层面，而对于水文化如

何应用于城市规划及资源开发的研究较缺乏。 本

文主要基于人水和谐理念，探讨在人水关系日益

紧张的今日，如何在“水文化”资源开发与规划之

中贯穿这一理念，并将其融合进《陕西省水文化

建设总体规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的实践之中。

二、 “人水和谐”理念在资源开发与规

划中的挖掘与实现
从“人水和谐”内容上可将“人水和谐”理念

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健康、发展与协调。 健康主要

从水系统的角度考虑，是指水资源系统具有较强

的自我修复和更新能力，以及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发展主要从人文系统特别是社会经济水平的角度

考虑，指在不破坏水资源及生态环境资源的支撑

系统下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协调主要从

人文系统和水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角度考虑，人
类遵循水系统的生态规律，在优先考虑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结合社会经济发展，不断采取主动改善

的措施，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促进人水关系进入

不断改善的良性循环，达到人水和谐的协调状态。
基于这一理念的指导，本研究构建了水文化建设

规划框架（见图 １），首先需对水系统的健康度进

行判断，即对于水资源现状及其生态环境状况进

行调查，然后对人文系统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即
对水文化在社会经济中的发展趋势进行预判，随
后才可以对二者展开协调性工作，在尊重本地自

然环境的生态空间格局前提下对总体布局进行优

化，在关注环境约束条件下进行项目规划选址和

功能结构完善，在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合理利

用的前提下实现与外部的和谐发展。

图 １　 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水文化建设规划框架

三、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陕西水文

化建设规划
陕西有着灿烂的水文化历史，早在夏商时期，

就有了查勘水源、引泉灌田的活动。 秦国有郑国

渠、汉代有成国渠，三国、南北朝和隋代先后有沅

澄渠、富平堰、六门堰等，唐代有延化渠、广运潭等

水利工程。 宋元明清时期虽无大的工程举措，但
仍有小的发展。 民国时期李仪祉修建的“关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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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开创了陕西现代水利建设的先河。 新中国

成立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修建

了一批以冯家山、榆林王圪堵等为代表的大型水

库。 而正在开展或将要开展的引汉济渭、渭河全

线综合整治等一批大型重点水利工程，开创了陕

西水利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如今陕西省水文化事

业取得了初步成果，已建成 ３３ 个水利风景区，渭
河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主题公园、遗址公园及博物

馆相继落成。
（一）资源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陕西省水文化资源单体总量

为 ３６５ 个，其中，物质资源单体 ２４７ 个，涵盖江河、
湖泊、瀑布、峡谷、溪、泉、潭、池、溶洞、水库、古渡、
古代渠堰、纪念馆、大型水利工程、碑石、科研单

位、水产单位、管理单位等 １８ 个亚类。 非物质资

源单体 １１８ 个，包含诗词、水利法规、水利技术、碑
文、传说、民俗等 ６ 个亚类。 具有水量丰沛、流域

广泛，底蕴深厚、历史深远，品质优良、等级较高，
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等特点。 其中，河流、湖泊、
泉、溪、瀑布、峡谷、溶洞等自然类资源品质优良、
等级较高。 诗词、碑刻、水利法规、民俗等人文类

资源存世量大、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和文化

价值，对陕西水利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还

有水库、庙宇、渡口、古渠堰等自然和人文相结合

的水资源，反映了陕西人民悠久的治水历史以及

水资源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从上述资源现状中可对陕西水文化内涵和价

值进行总结。 水文化内涵主要是以祭祀与治理为

内容的兴利除害的黄河水文化、作为陕西水文化

发展摇篮与殿堂的源远流长的渭河水文化、在交

融与转换之中孕育的温婉绵泽的汉江水文化以及

通过改造与恢复展现沧桑巨变的无定河水文化。
四大水系，四种特色鲜明的水文化，互相交融，共
同构成了内涵丰富、地域性特征明显的陕西水文

化。 陕西水文化价值则体现在弘扬天人合一、人
水和谐思想，倡导开拓进取、爱国忧民精神和维护

社会长治久安、强本固国的社会价值；发展灌溉农

业，造就盛世王朝和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的经济价值；水利工程遗迹、水利诗词歌

赋和水神庙雕塑壁画等历史、文学、艺术相综合的

文化价值；以郑国渠的“横绝”技术、山河堰的“侧
向溢流堰”技术和“关中八惠”所蕴含的近代科学

水利技术为代表的水利科技价值以及环境综合

治理、调节水资源分布和景观优化美化的环境

价值。
虽然陕西省水文化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开发

潜力巨大，但也存在如下问题：（１）资源丰富，开
发不足。 因历史原因，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导致资

源闲置率较高，未充分发挥自身的经济价值、文化

价值、社会价值。 （２）文脉深远，亮点较少。 由于

现实和体制等多重原因的制约，尚未形成能够代

表陕西水文化的典型产品，无法将陕西水文化的

历史和内涵完美呈现。 （３）市场广阔，产品单一。
由于开发不足，水文化产品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为

水利工程设施，但多数产品缺少文化内涵，参与

性、娱乐性较差。 （４）成效显著，差距不小。 陕西

省水文化建设起步较晚，与沿海发达省份比较尚

有一定差距。
（二）发展趋势

如今人们对于水的认识已经出现一系列转

变：首先是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变。 时代的变迁造

就了人们对水的认知不断提高，江河、湖泊、水利

工程、水利遗迹等不仅作为物质形态存在，其中包

含的精神和文化价值更为人们所关注。 如黄河所

体现的华夏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郑国渠所代表

的古代陕西先进的治水技术；其次是从有形到无

形的转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

化的需求不断增加，人们对水资源的需求从最基

本的生活生产所需转变为对水资源所蕴涵的不同

时期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石刻碑文以及所赋予

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法规的精神文化需求。 这一转

变代表了社会的进步，也预示着水文化发展的巨

大市场潜力；最后是从事业到产业的转变。 长期

以来陕西水利仅发挥着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本

体功能，而今，水利风景区、水文化主题公园的相

继建成，说明了陕西水利在发挥其自身功能的同

时也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从
而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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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间布局优化

依托陕西深厚的水文化资源和历史文化资

源，以水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前提，充分挖掘陕西水

文化资源的文化特质，形成多元化的水文化产品

体系。 按照布局科学化、资源特色化、功能差异

化、文化主题化等原则，根据陕西省水文化资源空

间关系及行政区域空间关系，从弘扬水文化、发展

大旅游、大产业出发，以不同类型、特色鲜明的水

文化产品为依托，通过对“点、线、面”三个结构要

素的有效控制，构筑陕西省水文化发展总体空间

架构为：一个龙头、四大水文化发展廊道、五大特

色水文化灌区、九大文化主题板块、二十个核心水

文化节点。 （见图 ２）

图 ２　 陕西省水文化发展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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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龙头，即以西安作为陕西水文化建设的

重点区域，凸显“汉唐文化、八水长安”的独特魅

力，真正成为引领和带动陕西省水文化建设的

龙头。
四大水文化发展廊道，即“三横一纵”水文化

发展廊道。 “三横”指陕北的无定河、关中的渭河

与陕南的汉江；“一纵”指作为山陕两省分界线的

南北流向的黄河。 因此四大廊道为：沿黄水文化

发展廊道、渭河水文化发展廊道、无定河水文化发

展廊道及汉江水文化发展廊道。
五大特色水文化灌区，即以农业灌溉为基础

将其分为宝鸡峡灌区 、石头河水库灌区、交口抽

渭灌区、桃曲坡水库灌区、泾惠渠灌区。
九大文化主题板块，即以陕西省行政区划为

依托，从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等方面对水文化资源

进行分区。 各区文化主题定位见图 ２。
二十个核心水文化节点，即通过西安市昆明

池、西安市李家河水库、西安市汉城湖水利风景

区、灞柳生态综合开发园风景区、延安市南沟门水

库、榆林市王圪堵水库、榆林市红碱淖、咸阳市亭

口水库、宝鸡市千湖水利风景区、宝鸡市渭水之央

水利风景区、铜川龙潭水库、安康市瀛湖风景区、

旬邑柏岭寺水库、汉中石门水利风景区、黄河魂生

态游览区、商洛市丹江公园水利风景区、郑国渠水

利风景区、泾河东庄水利枢纽工程、凤县嘉陵江源

水利风景区、商南县金丝大峡谷水利风景区二十

核心布点，实现以点带面的建设目的。
（四）功能结构完善

供需匹配关系是实现系统功能的基础，对于

水文化的规划建设，一方面需重视市场对于水文

化的消费需求，完善文化休闲产品供给。 另一方

面需重视信息服务与营销环节的引导，从市场营

销上予以完善。 通过二者“推” “拉”作用可促使

人文系统与水系统的协调工作有效运行，在规划

中，通过重点工程与项目的建设将系统功能结构

的完善予以落实（见表 １），其中 １⁃９ 从文化产品

供给角度加以完善，１０⁃１３ 从市场营销上加以

拉动。
（五）与外部系统的和谐发展

将“水文化”建设嵌入更大的系统框架去分

析，还受到诸多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服务业、
交通业、社区等。 为保障上述规划的进行与实施，
可从以下方面构筑保障体系，以促进与外部系统

的和谐发展。
表 １　 陕西省水文化规划建设的重点工程与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选址 建设内容

１
水文化生态景观

廊道建设工程

重点选择黄河湿地龙门至洽

川段、泾河彬县段曲流峡谷，
以及濒临城市的河流段

黄河湿地（龙门至洽川段）生态景观廊道、泾河彬县段曲

流峡谷生态景观廊道、延河（延安段）滨河景观廊道、渭河

（宝鸡段、咸阳段、西安段及渭南段）滨河景观廊道、汉江

（安康段）滨河景观廊道、丹江（商州区段）滨河景观廊道

２
水文化湿地公园

建设工程

以湿地类型分区为依据，分别

在长城沿线风沙湿地区、黄土

高原及渭河川地湿地区和秦

巴山区湿地区选择 ９ 个有代

表性的湿地区域建湿地公园

长城沿线风沙湿地区（红碱淖湿地公园、无定河湿地公

园）、黄土高原及渭河川地湿地区（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

园、宝鸡千湖国家湿地公园、渭南卤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咸阳冶峪河国家湿地公园、铜川玉皇阁湿地公园）、秦巴

山区湿地区（汉中宁强汉水源国家湿地公园、商洛丹江国

家湿地公园）

３
水文化主题公园

建设工程

以城市中心为基点，在陕西省

境内的 ８ 个城市中心或城市

人流密集之处

大唐风韵———兴庆公园、周礼盛世———宝鸡市人民公园、
渭水秦风———咸阳渭滨公园、华夏之根———渭南尤河公

园、钟灵毓秀———铜川市人民公园、塞上明珠———榆林滨

河公园、红色滨河———延安延河河道公园、巴蜀风情———
安康汉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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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选址 建设内容

４
水文化遗址公园

建设工程

选择宝鸡、咸阳、泾阳、三原、
高陵等地的水文化遗址区

郑国渠遗址公园、咸阳古渡遗址公园、成国渠遗址公园、
山河堰遗址公园

５
大型水利工程建

设工程

选取有代表性的水利工程建

设地及周边合适位置

引汉济渭工程、引红济石工程、陕北黄河引水工程、渭河

全线综合整治工程、泾河东庄水利枢纽工程

６
灌区文化景观提

升与改造工程

选取五大灌区进行文化景观

提升与改造

宝鸡峡灌区、石头河水库灌区、交口抽渭灌区、桃曲坡水

库灌区、泾惠渠灌区

７
水文化博物馆建

设工程

以西安、韩城、泾阳、汉中、商
洛、榆林城市为基点，对几大

河流水系水文化的深刻挖掘

与分析

文明之源———陕西水文化博物馆、兴利除害———陕西黄

河水文化博物馆、关中摇篮———渭河水文化博物馆、水利

殿堂 ———泾河水文化博物馆、温婉绵泽———汉江水文化

博物馆、水韵秦楚———丹江水文化博物馆、塞上玉带———
无定河水文化博物馆

８
水利风景区提升

与改造工程

根据资源禀赋、水文化特色、
景区建设现状及市场前景，遴
选 １０ 处风景区作为改造提升

对象

汉中石门水利风景区、铜川锦阳湖生态园、渭南黄河魂生

态游览区、宝鸡市千湖水利风景区、安康市瀛湖风景区、
西安灞柳水利风景区、西安市汉城湖水利风景区、宝鸡市

渭水之央水利风景区、商洛金丝大峡谷水利风景区、凤县

嘉陵江源水利风景区

９
水文化综合体建

设示范工程

渭南华山太华湖、咸阳羊毛

湾、西安昆明池、延安壶口瀑

布、商洛仙娥湖、杨凌水上运

动中心

商洛仙娥湖水文化综合体、杨凌水上运动中心文化综合

体、咸阳羊毛湾水文化综合体、渭南华山太华湖水文化综

合体、西安昆明湖水文化综合体、延安壶口瀑布水文化综

合体

１０
信息 工 程 建 设

项目

陕西省水利厅、西安市汉城湖

水利风景区、灞柳生态综合开

发园风景区、宝鸡市千湖水利

风景区、宝鸡市渭水之央水利

风景区、郑国渠水利风景区、
汉中石门水利风景区、安康市

瀛湖风景区、渭南黄河魂生态

游览区、铜川锦阳湖生态园、
商洛金丝大峡谷水利风景区

“秦水文化，魅力陕西”综合网站建设、“陕西水文化数字

博物馆”建设、“陕西水文化产业网上展销平台”建设、陕
西水文化虚拟景区建设、陕西水文化智慧景区建设

１１ 节庆活动

郑国渠遗址公园、西安市昆明

池景区、渭南市黄河魂生态风

景区、宝鸡市渭水之央水利风

景区、汉中石门水利风景区、
延河（延安段）滨河景观廊道

汉江龙舟大赛、“水文化”特色美食大赛、公开水域游泳大

赛、黄河祈福大典

１２ 实景演出

安康瀛湖风景区、西安市汉城

湖水利风景区、榆林红碱淖景

区、宝鸡市渭水之央水利风景

区西湖景区

瀛湖爱人、大汉雄魂、遗鸥欢歌、武王伐纣

１３ 高峰论坛

西安、延安、汉中宁强汉水源

国家湿地公园、郑国渠水利风

景区、李仪祉纪念馆

陕西水文化高峰论坛、延水红色文化论坛、陕西水环境与

自然保护论坛、陕西水遗产保护与水文化旅游发展论坛、
李仪祉治水精神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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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完善设施，环境保育。 首先，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 在交通系统中，实现外部交通的通达性

和智能化，建造生态式停车场，可开通城际绿色公

交路线，在重要的景观节点设置公交站点及开设

电动观光车和自行车的租赁。 在给排水系统中，
增加节水设施，对污水进行深层次的净化进而循

环利用。 在防灾系统中，建立水文化景区安保机

构、安全救助应急系统以及旅游安全预警系统。
完善防火系统，并构建地质灾害信息系统，提高防

灾救灾能力。 在环卫系统中，可推广节能环保的

生态厕所，并设置醒目的引导牌；其次，加强服务

设施建设。 因地制宜地进行住宿设施规划，可重

建也可改造利用，突出自然生态特色，餐饮设施上

以体验景区特色饮食和当地民俗文化为目的。 标

识解说系统应遵循以人为本、服务为主的原则，注
意其与景观的协调性；再者，加强环境保护与优

化。 加大水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力度，开展水文

化遗产普查，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研究制订水文

化遗产保护规划。 加强水文化氛围的营造，提升

文化景观，以该风景区的文化特色为主题，形成亲

水景观小品、治水景观小品及民俗景观小品等，景
区的道路照明、景观照明与广播音响，应采用新型

太阳能、风能蓄电及节能发光材料，以节约能源，
减少运营成本。

（２）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在建设水文化景

区的过程中，着力强调政府和市场全力推动的发

展战略。 加强引导，大力实施政府主导型发展战

略，创新旅游投融资体制，可建立陕西省水文化旅

游重点项目招商引资项目库，认真落实优化水景

区旅游投融资环境的相关政策。
（３）体制创新，模式多样。 可实行政府享有

所有权、水文化景区管委会享有管理权、企业、运
营公司掌握经营权的三权分立体制，构建政府主

导，广泛参与即“政—企—学—民”四位一体的水

文化建设体制，健全监督检查、质量评定机制，制
定并实施相关奖惩、扶持、标准化政策等。 可按照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开发，
着眼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引导水文化旅游要素

跨区域合理流动，实现区域内的资源共享、市场共

享、利益共享。

四、结语

水文化建设是一项兼具创造性和复杂性的系

统工程，尤其是面对大尺度空间范围规划时。
“人水和谐”理念强调水系统和人文系统需达到

一个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状态。 基于“人水和

谐”理念的规划建设，为水文化资源的开发与规

划提供了科学的工作思路，也为水文化建设奠定

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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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ｗａ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ｎ ｉｓ ｂｕｉｌ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ａｔ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ｕｍａｎ⁃ｗａｔｅｒ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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