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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省里印发的《实施意见》强调了坚
持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并重，做好城乡“微
改造”。而“微改造”工程更多关注的是保
护历史街区内部，核心提升居民的生活环
境舒适度，深入挖掘街区内部文化内涵，对
街区的文脉梳理、文化主题、文化风貌等层
面的更新完善。由此，不仅可为微空间提
供内生动力，而且也能使街区文化得以延
续，从而让历史风貌具有可读性。

温州作为一座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
2200多年行政建制史的古城，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古迹遗存众多，需要深入挖掘和
保护传承。就拿温州古城来说，现今还保
存着五马街—墨池坊、城西街、庆年坊、朔
门街等共四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江
心屿历史保护地段，基本完整保存了温州
古城“东庙、南市、西居、北埠、中子城”的
功能格局。

前不久市住建局起草的《温州市历史
文化街区“微改造”保护建设导则》（公开
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开征求意见，就是希
望通过“绣花针”手法进行城市功能修补、
环境品质提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

利用，把历史文化街区加快建设成人文、
活力、幸福的街区。

在我看来，在做好城市有机更新特别
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的同时，要注重

“以微展涵”，挖掘其文化内涵，提取街区
符号。作为街区文化的物质层面，它的演
变能够较直观地反映该街区的建筑、院落
的形态变化，具有很高的文脉价值，通过
对街区肌理进行“微更新”的修复和修补，
可以完成对街区风貌统一性的打造。

同时“以微助活”。依托街区的区位
优势和文化价值，将温州文化、温州精神
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方式，打造以项目为主
导的文化市场，引入与街区相关的文化活

动，吸引游客，提升知名度，进而为街区打
造一条特色的旅游线路。

“以微载艺”，通过“微改造”的方式让
这些承载了文化的物质形态主体，在保持
历史风貌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艺术表
达。如将一些小体量、具有灵活性的公共
设施以及置于公共空间的公共艺术作品，
结合当地文化主题进行创作更新。

总之，“微改造”的城乡更新方式，
更应注重对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活
化。从地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角度，突
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和文明
传承、延续，这也是历史文化街区更新
的最佳方式。

改造提升后的纱帽河人流如织。 本报资料图片

最近，我省印发了《关于在城乡
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实施
意见》，为进一步推动我省城乡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工作明确了路径。

《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构建全
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在城市更新
中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以假乱
真。坚持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并重，做
好微改造的“绣花”功夫，推行小规
模、渐进式有机更新，切实改善老旧小
区、老街区、老厂区的整体环境。开展
多元活化利用行动，在保持原有外观风
貌、典型构建的基础上，通过整治周边
环境、添加必要设施等方式，让历史建
筑、工业遗产、水利遗产和地名文化遗
产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让历史文化
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建造一批有文化
底蕴、地方特色、时代新意的高品位公
共文化空间。到2025年，实现我省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传统村落）、
街区等保护规划全覆盖，加快形成整体
大美、具有浙江气质的全省城乡风貌现
代版“富春山居图”。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山水之城，温
州于1991年入选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
城，2016年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近两年来，我市积极探索城
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的新路径、新模式
和新机制，编制完成《温州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修编）》《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名村保护“十四五”规划》等多个
规划；通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方
式，促进城乡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如
成片改造提升五马历史文化街区、庆年
坊历史文化街区、朔门历史文化街区
等，保护改造梧田老街、龙湾区寺前
街、瞿溪老街等；对江心屿东西园进行
整治提升，打造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新航标”……

历史文化传承中历史文化传承中
如何做好城乡如何做好城乡““微改造微改造””

本报记者 笑银

新闻背景

专家观点
以微展涵、以微助活、以微载艺

让历史文化街区拥有更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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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笑银 通讯员 周可以）据悉，浙川
文化产业园工作作为温州唯一案例，近日成功入选国
家乡村振兴局《2022年东西部协作案例集》。

近年来，鹿城区紧抓新一轮对口支援契机和壤塘党
委政府工作重心，充分发挥温州千年瓯越文化底蕴和壤
塘丰厚藏地文旅资源，通过“模式重构＋融合创新”，累
计投入拼盘援建资金4250万元，接续打造集文化传承、
展示、创作、加工、营销一体的8.3万平方米的浙川文化
产业园，将壤塘非遗文化“软实力”转化为脱贫奔康“硬
支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创新发展的康庄大道。

该产业园充分挖掘当地人文、生态优势，及时导入
浙江与之相匹配政策、资金、人才等支撑，让藏民共享
文化产业红利。产业园内共设立47个非遗传习所，引
入唐卡、藏香、藏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搭建集体创作
室、创造生活创作聚落条件，构架起一套师徒传承、技
艺传习的标准化模式，让藏式非遗文化传承重焕生机。

栽好梧桐引凤来。浙川文化产业园活用援建资金，
全力开工建设酒店、自驾基地等配套设施，2021年成功
创成国家4A级景区，并针对性开展服务性行业技能培
训14批次1735人次，力推园区迭代升级。去年，该产业
园围绕硬件提升，紧锣密鼓地打造2.0版本，占地22000
平方米的3幢特色非遗传习工坊、上海资本投资的1.6
万平方米的藏陶格玛热民族工艺中心陆续开工。

同时该产业园还注重对外交流，在交往中融合发
展，依托温州文博会、“温壤文化周”等平台，藏戏、藏陶
等 8大“文化符号”走进浙江，觉囊梵音更是走进浙江
文化历史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等高等院校。

目前，该产业园已集聚非遗名录 122个（国家级 3
个，省级 8个）、非遗传承人 63人（国家级 1人、省级 3
人），带动3000余农牧民人均年增收4000余元，非遗作
品先后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国际论坛、展会上展
示，相关非遗纪录片多次被中宣部和广电总局评为优秀
对外传播纪录片。产业园所在地还获评“中国藏族民间
文化保护传承基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美称。

浙川文化产业园工作
入选国家东西部协作案例

本报讯（记者 笑银 通讯员 张旭
娥 徐伊梦）记者从鹿城区发改局获悉，截
至 1月 31日，鹿城区所有省重点项目和市

重大攻坚项目已实现 100%复工，为“奋战
一季度，冲刺开门红”奠定扎实基础。

为贯彻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抢抓扩

大有效投资“窗口期”，鹿城区高度重视、全
力推进春节期间重大项目复工复产工作。
该区制定出台“‘奋战一季度、冲刺开门红’
投资攻坚行动方案”，以88个支撑性重大项
目为重点，坚决打好重大项目续建加速、开
工提速、春节复工、要素政策保障四大攻坚
战。力争一季度列入攻坚的项目新开工率
达100%，一季度列入攻坚的重大项目投资
完成35亿元以上。

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七，春节假期后
复工第一天，在江心屿西园改造提升工程施
工现场，施工运输车辆运输繁忙，现场打桩
声如鞭炮轰鸣，挖掘机正在火热作业中。据
介绍，江心屿西园改造提升工程（一期）自去
年9月份开工以来，项目有序快速推进。为
全面做好节后复工各项准备工作，春节前鹿
城区江改办召集施工单位就做好春节期间
工地安全工作和节后复工准备工作进行部
署。节后上班第一天，便深入工程现场，检
查机械、劳力、工程施工的到位情况，并要求

切实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压紧压实企业
主体责任，以更加扎实的措施、更加有力的
行动，有效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鹿城环贸港项目是省“152”重点项目，
为提前完成节点任务、确保今年中期试运
营，正月初四，50余名项目管理人员及施工
人员就早早回到施工现场，迎着寒风，抢工
期、抓进度。现场挖机及运输车不断清理
建筑垃圾，有的工人在冲洗、清理现场，部
分工人开始园区道路混凝土浇筑。据了
解，该项目定位为打造集产品研发、线上线
下销售、外贸金融、运营管理、展览布局于
一体的高端鞋业全产业链项目，未来将为
鹿城西部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1月29日，鹿城区海塘安澜工程（仰义
塘）也恢复施工。据悉，该工程总投资约
7.13亿元，堤线总长约 3829米。建成后将
有效提升瓯江南岸海塘防潮标准，完善区
域排涝体系，同时改善沿塘生态环境，促进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鹿城奋战一季度“开门红”

省市重点攻坚项目全面复工

鹿城区海塘安澜工程（仰义塘）施工现场。 周林真 摄

本报讯（佳雨）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
布《关于印发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典型案例的
通知》，由市城发集团投资建设，温州设计集团建筑工
程设计院与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联合设计的浙
江省温州体育休闲公园改造项目入选盘活存量资产扩
大有效投资典型案例。

据了解，温州市滨江商务区桃花岛片区T-02、T-
03地块暨体育休闲公园项目，位于滨江商务区东南
部，总用地约 63公顷，北临新田路，南至规划七都二
桥，西起会展路，东至瓯江路。项目开发前，基地现状
为大量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包含杨府山垃圾填埋场、中
心片污水处理厂、粪便处理厂等，缺乏城市支路系统的
配套，开放度低，土地使用效率低，布局较为零散，对景
观环境、城市空间及土地价值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为盘活提升城市存量资源效益，补充滨江商务区
CBD的休闲服务功能，该项目设计遵从多元融合、生
态重塑的理念，合理利用原市政设施空间，构建一个集
商务休闲、商业娱乐、生态宜居等功能于一体并与体育
休闲公园相融合的城市休闲综合体，成为市民生活休
闲之岸，通过“集聚-辐射”效应推动城市更新及发展。

项目结合场地区位与规划定位，以“水岸交汇”为
主题，通过行云流水的曲线勾勒场地肌理，地景、平台、
屋面等层次丰富的标高打造瓯江层叠之岸，强化滨江
景观向城市腹地的渗透，丰富市民与瓯江的互动体验，
营造简洁大气的景观效果，展现温州现代之美。

与此同时，项目还应用多项技术创新。如屋面体
育休闲公园现已建成的足球基地和冰雪世界，设计采
用膜结构体系和保温一体板等新型结构体系和材料，
创造独特的无梁柱空间以满足内部功能要求，满足屋
面刚度、荷载、防水、隔热、防火、自洁等构造要求，同时
可直接作为室内的装饰层，大大节约了项目造价。

体育休闲公园改造项目
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

位于桃花岛片区的温州体育休闲公园。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