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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整治 下足“绣花”工夫

何崇祺出家门右转走上二三十步，就到了福州
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开元寺。经院巷因宋
代开元寺于此处募刻经书而得名，毗邻著名古建
筑，历经千年洗礼，多年来却因背街且狭窄，面临

“脏乱差”的窘境。
何崇祺回忆，改造前的经院巷通道狭窄，遇上

垃圾清运，人就得靠边站，行人相撞，摩擦争吵时
有发生。地下排水管道堵塞，遇上雨天，积水总是
淹到家里，往往是“天上下雨，楼下搬家”。还有被
拉成“蜘蛛网”的电线“满天飞来飞去”，“一到台
风天，我就不敢睡觉，电线总被台风吹得打出火
花，我们这自建的老房子都是木结构，就怕着火！”
现在想来，何崇祺还心有余悸。

2018年开始，鼓楼区开展了对鳌峰坊特色历史
文化街区、中山路“一路七巷”街区及秘书巷、经
院巷、后曹巷等 42 条传统街巷的整治。按照“系
统、整体、综合”的理念，因地制宜，对片区内道
路、街巷、老旧小区进行梳理，合理布局和提升沿
街的路面、建筑、绿化、缆线、杆件、管网、休闲
空间等，开展“地上地下、楼上楼下、墙内墙外、
白天夜晚、春夏秋冬”的全方位、立体式整治。

2020 年，经院巷也动工了——退围墙、种绿
植、缆线下地、铺设石板、粉刷墙面……何崇祺悬
着的心落了地。

聊起一路的精心设计，鼓楼区建设局综合科副
科长李凌青娓娓道来：路灯落地会挤占行走空间，
得让路灯上墙；地方小，就移些青竹、藤蔓植物来
装点；围墙设计采用马鞍墙元素，展示福州特色；
不少居民的自建石厝有其独特风貌，不能粉刷得千
篇一律。“经院巷的空间特点就是狭窄，要做到美观
实用，我们就得在让出更多空间的前提下使一番

‘绣花’工夫。”李凌青说。
“现在出门就是绿绿的树，抬头就是蓝蓝的天，

巷子宽敞又整洁，连带着我的生意都好了不少！”何
崇祺对自家门口的大变化不住称赞。

共同参与 办好民生实事

“街巷整治，归根到底是居民家门口的事，怎么
改还得由居民说了算。”金汤社区原党委书记叶世妹
对秘书巷沿街休闲区的改造工程记忆犹新。

金汤社区中的秘书巷因宋代居此的陆蕴、陆藻
兄弟官至秘书而得名。2019年，鼓楼区对秘书巷开
展整治工作，街巷界面更规整了，口袋公园建起来
了，边边角角多了不少绿化，沿街墙壁上还展示着
陆蕴、陆藻相关典故，眼见着秘书巷即将开街，社
区居民黄阿伯却犯了难。

当初设计图公示的时候大家觉得都挺好，可现
在进进出出，才注意到小区门口快建完的花圃有点
不协调：人行道本就不宽，花圃面积不小，有些碍
路；花木遮掩视线不好清扫，也有点担心这里要成
卫生死角。倒不如换成石桌石凳，大家还能在小区
门口坐着聊聊天。“老邻居们一起商量这事，想来想
去，还是跟社区反映一下。”黄老伯代表居民跟叶世
妹提了建议：“能不能把花圃拆了，让我们自己买套
石桌石凳放这？”

“我跟区里反映！”叶世妹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居
民意见，经过现场办公判定，没多久，小区门口的
花圃就摇身一变，成了居民休闲区。“头顶就是大榕
树，夏天大家都爱在这里乘凉，凳子都不够坐咧！”
黄老伯说。

中山路街区整治规划公示时，居民曹先生也提
出了建议：“要是有个电动车停车棚就好了，让大家
集中停车、充电，既整齐又安全。”经居民议事厅集
中讨论，确定在社区22座与24座间搭建一座供集中
停放、充电的停车棚。

中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靓介绍，为
让群众参与传统街巷的建设、管理、使用全过程，
鼓楼区创新打造了居民议事厅、“街巷长制”等便民
服务模式。街巷长由街镇领导干部担任，同时协调
建设、房管、城管、园林、交警等部门共同参与，
实现街巷整治后的长效化、精细化管理。

说话间，走到巷口，吴靓翻出手机里居民发来
的图片，和楼房门前的景观屋檐进行比照。“果然有
个裂缝！”吴靓同时也是中山路街区的街巷长助理，
负责接收居民的监督反馈，做好巷道的日常巡查和
各项治理工作。“居民全程参与规划、建设和管理，
大家参与街巷自治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吴靓说。

传承底蕴 历史融入生活

“闽之有城，自冶城始”。位于鼓楼区的冶山见
证了福州 2200 多年建城史，被誉为“闽都之根”。
中山路地处冶山历史风貌区，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
期，道路两旁集中了唐代马球场、欧冶池遗址、林
则徐出生地、中山纪念堂等文物古迹。以中山路为
主轴，其周边的丽文坊、能补天巷等 7 条街巷也都
留存着不少文化韵味。

鼓楼区是福州古城的核心区，有众多珍贵历史
遗存。“在传统街巷整治中，我们以打造‘文脉山水
典范、闽都坊巷经典’为目标，以街巷为载体，串
联鼓楼区内的历史古迹与文化遗产，打造闽都文化
展示窗口、古今经典融合的传统街巷片区。”鼓楼区
委书记黄建新说。

走在修整一新的中山路街区，马鞍墙勾勒出福
州古厝特有的天际线，沿街“骑楼”样式的商铺与
中山纪念堂相得益彰，青石砖墙上书写着千年街巷
背后的底蕴。“街区的整体设计结合了历史建筑的原
有特色与街巷相应典故，在整体风格和谐的基础上
达到‘一街一特色、一巷一亮点’的效果。”李凌青
介绍，2019 年，鼓楼区在整治中山路及其周围 7 条
街巷时，深入探寻街巷历史，突出对福州元素底蕴
的挖掘、保护和利用。

“能补天巷的巷名来自蚂蚁报恩的传说。”中山
路居民、冶山斈社志愿服务队负责人陈元春正指着
能补天巷一侧墙壁上的连环画介绍，旧时一位穷秀
才赴福州赶考时，在这条小巷里下榻。考前数日，
他在大雨中救下一群蚂蚁。到考试时，他误将

“天”写成“大”，多亏了蚂蚁们在试卷上排成一横
把“天”字补齐。“你们扫一下墙上的二维码，听听
更详细的故事。”陈元春提到的二维码是鼓楼区为各
个街巷打造的有声文化墙。鼓楼区通过挖掘传统街
巷历史记忆，开展街区有声化形态改造，实现“一
图一码一故事”，丰富街巷文化内涵。

“家门口成了历史文化景区，我们也得为冶山文
化的传播出把力！”2020年6月，陈元春组建了冶山
斈社志愿服务队，做起了研究、守护、宣传冶山文
化的工作，在收集整理冶山文化历史资料的同时，
肩负起义务文化导游的责任。目前陈元春的团队已
经有 51 名志愿者，“我们要继续把冶山的历史讲给
游客们听、给市民们听、给孩子们听。”陈元春说。

岁月流转，白雪皑
皑映衬着百年老屋的木
墙、木瓦、木烟囱……
无 声 地 讲 述 着 光 阴 的
故事。

这里是吉林省白山
市抚松县漫江镇的锦江
木屋村，房屋主要材料
是木头，至今已在长白
山脚下存在了 300 余年。
锦江木屋村，保存着最
完整、数量最多的满族
古木屋建筑群，也被称
为“长白山木文化的活
化石”，有着“长白山最
后的木屋村落”美誉。

长白山木材储量丰
富 ， 当 地 居 民 就 地 取
材，砍树造屋。大多选
用山里有油脂、抗腐蚀
的落叶松为材料，圆木
纵横叠摞建成墙壁，涂
抹 黄 土 填 补 缝 隙 。 如
今，为了保护环境，当
地不再砍树新造房屋，
只对老屋进行修缮维护。

砖瓦易碎，坚木不
腐。如今老屋，正见证
着发展的新故事。

“回来喽！”60 多岁
的 村 民 邹 吉 友 刚 刚 归
家，拎着两条大鱼。“这
是客人点名要吃的！”即
便过了春节假期，农家
乐依旧有不少慕名而来
的游客，老人忙着收拾
食材，眼里尽是喜色。

近几年，高速通车、敦白高铁通车、村里
环境整治……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原本只
剩下十几户人家的木屋村如今迎来了四面八方
的游客。邹吉友找准机会，在村镇干部的帮助
下，将家里的三间木屋改成了招待游客的农家
乐，很快就接到了各地的订单。

“木屋的老样子不能改，守住民俗，这才是
咱吸引人的地方。”走进邹吉友的木屋，屋内陈
设也以木质为主，一把木桌摆在炕上，火炕烧
得正旺。“咱们村里人就是在炕上吃饭的，热乎
乎又热闹，很多城里人来了都觉得新鲜有趣。”
邹吉友说。

近日发布的 《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保护特色民族
村寨。实施‘拯救老屋行动’。”近年来，抚松
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努力将绿水青山、冰天
雪地变成金山银山，推动乡村振兴。抚松县对
木屋村进行保护、抢救修缮、挖掘民俗，建设
乡村民俗旅游景点。2009 年，木屋村入选吉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 年被国家住建部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木屋有了名气，村民得了实惠。早些年，
村民多以开荒、狩猎、捕鱼为生。如今，村民
走上了旅游致富的路。

邹吉友在全县第一个成立旅游合作社，搞
起了农家乐。“人多的时候，一天得招待 200桌
客人。”邹吉友干劲十足。在他看来，村子四季
都是美景，木屋是原汁原味的特色，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都喜欢。

合作社一年收入 30多万元，还带动了村民
增收。邹吉友还在村边承包了 30多亩林地，种
植林下参，向游客提供挖参体验服务，“挖出来
的参，游客都直接买走了”。

除了收入来源变多了，更让邹吉友高兴的
是：村里人变多了。看到村里的变化，许多年
轻人也纷纷返乡。

离开老邹的农家乐，跨过几个木屋便是一
家木匠铺。在这里，游客可以自己体验木雕的
乐趣，铺子的主人叫王炳焰，“我大学毕业后在
天津工作，后来家乡旅游业发展起来了，我就
回来创业。不仅继承了家传手艺，也算为家乡
发展贡献了一点力量。”木头动物、木头画、木
铃铛……站在各种木雕作品前，年轻的老板这
样告诉记者。

近年来，抚松着力建设 10个特色小镇、百
家精品农庄、千家旅游客栈……木屋村的变
迁，见证了抚松县乡村旅游的发展。2020 年，
抚松县入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
新基地。近年来，当地形成总投资超800亿元的
生态度假产业集群，2021年全年接待游客 72万
人次，旅游收入6.8亿元。

“咱们等着将来更好的生活嘞。”邹吉友希
望把古村保护的更好，“老屋是我们世世代代的
家园，也是村民的财富”。

福建省福州市开展传统街巷综合整治——

老街巷里生活新
本报记者 蒋升阳 施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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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如果
说高楼林立的繁华街区是城市的

“面子”，那居民家门口的街道里弄
就是城市的“里子”，而传统街区、
古建筑、文物等象征的历史底蕴就
是城市的“底子”。

城市功能与服务的实现，不只
是抬头望见的高楼大厦，还有俯身
触到的街巷阡陌。传统街巷虽隐没
于城市的繁华街道之后，却触摸着
城市居民最真实的日常生活；虽覆
盖于岁月的尘埃之下，却串联起一
座千年古城的历史记忆。整治传统
街巷，提高的是外在的街区形象美
观度，也是内在的人居环境舒适
度；呈现的是文化记忆的历史悠
久，也是人文内涵的底蕴深厚。

对待传统街巷，不闻不问，或
是大拆大建皆不可取，而应精雕细
琢，让传统街巷的“形”与“神”同现代
城市生活水乳交融。如何对待传统
街巷，其本质就是如何处理城市建设

“古与今”的关系，即传统历史风貌保
护与现代城市建设的关系。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从“突出
文化传承，护好老城记忆”“突出完
善配套，打造街巷精品”“突出品质
提升，拓展公共空间”等方面开展
传统街巷提升整治，提升了片区宜居品质，彰显了
历史文化内涵，也提供了古城治理“样板”。

城市建设与治理要留住人心，做好家门口“最
后一米”的服务，完善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配套
基础设施，打造健康、安全、宜居的人居环境，满
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需求。

城市建设与治理还要留住乡愁，对古建筑、老
宅子、老街区常怀珍爱之心、尊崇之心，守护好承
载着城市“根”与“魂”的历史文化遗产，留住地
方的特色与个性，保存城市的历史与文脉。

守护传统街巷，就是守护城市的“里子”与“底
子”，这样城市才会有真正的“面子”。

守
护
好
城
市
的
﹃
里
子
﹄
与
﹃
底
子
﹄

施

钰

皑皑白雪中的木屋村落。 何绍东摄

整治后的南营巷 资料图片整治后的南营巷 资料图片

秘书巷 林 书摄

刚刚过了农历正月，门上的春联崭新，屋

檐下一对大红灯笼高挂，何崇祺在自家一楼的

杂货摊前迎来送往，忙得脚不着地。

今年60岁的何崇祺家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

区经院巷，自打家门口的小巷改造以后，何崇

祺舒心多了——门前的石板路宽了，头顶的电

线圈没了，墙边还种上了不少绿植。“这么一

改，外观看上去漂亮，我们住得也很舒服。”何

崇祺说。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

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

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

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

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从2018年起，福州市大力开展传统街巷整

治工作，全面梳理了261条传统老街巷，分三级

进行保护，仅鼓楼区就完成了9个片区42条传统

街巷的整治工作。通过道路白改黑、建筑立面整

治、历史建筑修缮等微改造措施，鼓楼区完善老

城区街巷网的织补，打造承载传统历史记忆、兼

具特色活力的街巷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