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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漫步江苏苏州古城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可

见城门排列、街巷纵横、水道交错。这里是苏州

古城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世界文化遗产耦园，顾颉刚、洪钧、叶圣

陶等名人故居，昆曲、刺绣、缂丝等非遗文化

……平江街区保存下众多历史遗存。据了

解，这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2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4 处、

控制保护建筑 44 处、文物登录点 202 处……

一个个历史文化遗存，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

中的一颗颗珍珠，串联起苏州的历史文脉。

近年来，随着古城保护深入推进，平江历

史文化街区作为“活的”遗产，在保护修缮、活

化利用的同时，进一步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老

宅中的居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

在 77 岁的苏州市资深城市规划工作者阮

湧三的印象中，不管是钮家巷还是整个平江历

史文化街区，整体风貌和小时候在这里生活时

差不多。实际上，也和 800多年前南宋时期《平

江图》上的整体格局差不多。时移世易，老城风

华依旧，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街区实景——

青石板路、错落老屋，
非遗引来游人如织

“叽叽叽、喳喳喳——”早晨 7 点多，57 岁

的姚志俭在一片鸟鸣声中醒来。她帮 4 岁的

小孙女梳洗打扮好，烧好早饭，8 点半送她去

幼儿园……

此时的平江街区还没有迎来很多游客。

从东升里出发，沿着清澈河道，穿过高矮古

树、错落老屋，祖孙俩手牵手步行 10 分钟，来

到幼儿园门口。

一路上，每走过一景，姚志俭就会和小孙

女讲起那些千百年来镶嵌在斑驳屋墙中、青

石路面上、寻常巷陌里的人和事：钮家巷 3 号

是清乾隆状元潘世恩故居；大儒巷是为了纪

念明代大儒王敬臣而命名的；历史学家顾颉

刚故居在顾家花园，文学家叶圣陶也出生在

这条巷子里……

送罢孙女，姚志俭来到寿安桥旁、董氏义

庄前的江南小剧场，看一场评弹表演。“来这

里的，人人都会哼上两句——春季里杏花开，

雨 中 采 茶 忙 ；夏 日 里 荷 花 塘 ，琵 琶 叮 咚 响

……”有时，姚志俭会约上三五好友，在小广

场上一把撑开的大伞下面，和游客们一起听

着苏州评弹，嗑嗑瓜子喝喝茶、闲话家常。

姚志俭一家的幸福日子，是平江历史文化

街区近 1.3 万居民生活的缩影。依托于当地的

历史文化保护实践，居民们在这里既是文化遗

存保护的主人，又是人居和谐的受益者。

到了晚上，平江路迎来了游客高峰，错

落交织的人群熙熙攘攘，比白天更多了几分

活力。

在羿唐丝绸，苏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卢建

英巧手翻飞……出门遛弯的姚志俭，常来这里

看她刺绣，全家人都是卢建英的“粉丝”。“每次

她有新作品，我都第一时间跑来欣赏，听她讲

述刺绣背后的故事。最近看她在绣一幅《桃花

太平鸟图》，针法细腻、画面精美！”

除了传统文化形态的传承，漫步平江路，

可以发现这里的空间仿佛是跳跃的、交织的：

网红店从老宅中开出来，咖啡店的店招是古

色古香的，最古老的非遗和最潮流的饰品摆

在同一橱窗，评弹声与吉他声遥相呼应，烟火

气与文艺范相得益彰——平江路就像苏州的

“双面绣”，既传统又现代，既古老又年轻。

“这里的生活，开心，快乐！”姚志俭说，全

家三代人都幸福满满，居民和游客也各得其

乐，“我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

保护规划——

修旧如故，以存其真，
整体风貌得以保存

就在姚志俭全家路过平江路 20 号的咖啡

店时，咖啡店楼上一间办公室里，阮湧三也关

上灯锁好门，汇入欢乐的人群中。

阮湧三也是姑苏区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

工作站执行主任。他的长兄是同济大学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过去数

十年，兄弟俩在不同岗位上，共同为苏州古城

的保护默默努力。

“我就出生在钮家巷 6 号，对这里感情很

深。”阮湧三说，每当踏进这间老屋，儿时的回

忆便浮现眼前：“回想起母亲站在二楼打开窗

户喊我‘回家吃饭啦’、楼下小贩叫卖着‘卖西

瓜哎，河浜来的西瓜啰’。”

对此，阮湧三有自己的看法：从历史角度

来说，苏州古城没有经过地震等自然灾害，唐

代以后逐渐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有识之士在

保护和培育古城的人文气质上有着广泛共识。

着眼当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张蓝图绘

到底”，从 1982年 2月苏州被列入国家首批历史

文化名城，到 1986 年国务院对《苏州市城市总

体规划（1985年—2000年）》作出批复，“全面保

护古城风貌，积极建设现代化新区”的建设方

针，让苏州在经济起飞之前，早早地规划出

“一体两翼”的格局，即在古城一西一东建设

高新区和工业园区，而不对古城格局及风貌

进行破坏。

40 多年间，苏州城的建设者换了一批又

一批，城市总体规划更新了 4 版，但“古城‘古’

到底、新区‘洋’到头”的方针，始终得以贯彻。

按照规划要求，1986 年，阮仪三主持制定

苏州古城保护规划。他根据古城格局的特点，

把古城划分成 54 个街坊，制定相应的保护规

划 。 至 今 ，这 54 个 街 坊 的 分 类 仍 在 沿 用 。

2002 年，他受市政府委托，在《平江历史街区保

护与整治规划》的基础上，负责编制《平江路街

景保护整治规划》，率团队介入平江路风貌保

护与环境整治工程，采取“修旧如故，以存其

真”的原则，修缮文物古迹、疏通治理河道、整

修居民院落。

“历史和文化是古街的底蕴，但我们坚

决反对将平江路当做博物馆来保护的思路

——历史街区是鲜活的、是与时俱进的，大

家希望原有的格局、风貌留下来，也要最大

限度保护原住民不迁移。”从 2002 年起，1.6
公里长的平江路在保护整治的同时开始招

商引资，逐渐发展成如今传统与时尚并存的

“双面绣”街区。

探索实践——

修缮老宅、活化利用，
“保与用”形成良性循环

阮湧三发现，位于平江街区中部的顾家

花园 13 号，最近拆掉了修缮围挡，露出了全新

面貌。用手机扫一扫大门旁的二维码，介绍

老宅历史的解说词在耳畔响起：“这处宅院是

著名物理学家苏肇冰儿时居住的地方，2003
年被列为苏州市控保建筑……”

记者看到，这栋两层高的民国风洋楼，有

着青砖外墙和四向坡屋顶，院内有一棵高大

的玉兰树。附近居民回忆：上世纪 60 年代，这

里变成普通民居。由于年久失修、负荷较重，

一度出现了屋面坍塌、漏雨等问题。

转变从 2020 年开始。

那年盛夏，阮湧三总能看到一群头戴遮阳

帽，手持摄像机、录音笔、测量卷尺的“古城细

胞解剖师”，在社区干部的协助下，走进一间间

老宅，采集门楼、界石、碑刻、古井等信息，同

时收集居民们关于老宅子的“历史记忆”。

原来，这是苏州市姑苏区首创实施的“古

城细胞解剖工程”。

“2012 年，经国务院批准，苏州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区（姑苏区）成立；2018 年，《苏

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要求开

展保护对象普查，标志着古城保护转向更深

入、更细致的阶段。”苏州市姑苏区古城保护

委员会规划保护处处长王永法介绍，2020 年

起，姑苏区将古城的传统民居、构筑物等看作

古城“细胞”，着手对 54 个街坊、14.2 平方公里

内的房屋、古井、古树、桥梁进行深度调查，把

格局演变摸排清楚，为整体保护与更新提供

科学依据。

记者看到，按照“修旧如故”的方式，苏肇

冰故居主建筑的青水砖墙在修缮时保留了原

有 材 质 ，就 连 房 屋 磨 损 的 墙 角 也 被 保 留 下

来。此外，还修葺庭院、修剪花木，复原了故

居的整体环境。

“使用是最好的保护”，王永法介绍，根据

“古城细胞解剖工程”的研究成果，苏肇冰故

居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应加强活化利用。

如何活化利用？当地探索给出答案：一

方面，打造“苏肇冰事迹陈列馆”，由苏肇冰个

人事迹展和苏氏家族历史沿革展两个单元组

成，赋予故居鲜活生命力；另一方面，将故居

纳入首批“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引入社

会资本，把新经济“引”进来。

“目前，苏肇冰故居的招商工作正在进行，

我们将从意向企业中好中选优，真正让老宅

‘活’起来。”负责修缮苏肇冰故居的苏州姑苏

古建保护发展有限公司工程师陆霄枫说。

通过修缮，让老宅活下来；引入商业，让

老宅活起来。王永法坦言，在“保与用”中，需

要找到平衡点，把握好度。

怎样把握这个度？王永法介绍，目前的

做法是分级分类利用：国家、省级和重点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侧重公益性功能与文化传承展

示，控保建筑、历史建筑等引入产业发展新经

济——这样，“保与用”就形成良性循环……

遗产保护——

传统民居、设施完善，
古城居民享受便利生活

最令阮湧三自豪的是，和其他许多历史

文化名城相比，现在仍然居住在平江历史文

化街区中的居民人数不少，达 1.3 万人。

“这里是苏州古城烟火气最浓的地方。”

阮湧三介绍，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活

的 ”遗 产 ，由 5 个 社 区 组 成 ，人 与 景 和 谐 共

生 。 但 这 里 的 背 街 小 巷 也 是 典 型 的

“老人、老房、老设施”。直到 10 年

前，住在传统民居内的居民

仍在使用“三桶一炉”：用

吊 桶 取 井 水 、用 浴 桶 洗

澡、用马桶方便、用煤

炉做饭。

“ 过 去 ，平 江

街 区 的 老 房 子

里，没有任何现

代生活设施，生

活 艰 苦 ，屋 顶

漏 水 ，墙 面 潮

湿 。 一 下 大

雨 ，就 要 拿 脸

盆和大碗接；洗

澡 不 是 到 井 边

冲 一 下 ，就 是 在

浴 桶 里 爬进爬出

……”姚志俭回忆：

那时候，她们一家三

口 挤 在 一 个 18 平 方 米

的老宅里生活。

一 面 是 居 民 生 活 条 件

亟待改善；一面是在老宅里铺设

水管、修建厕所，难免破坏部分建筑

结构、整体风貌，保护与民生怎样兼顾？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意味着不重视民

生。”在阮湧三看来，保护传统文化，不是让居

民像在古代一样生活，“要让住在传统民居中

的原住民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

“我经历了一块匾、一只桶、一口井、一根

线的更新改造全过程，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姚志俭回忆：2002 年，苏州市启动平江

路风貌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家里修缮翻新成

68 平方米的宽敞空间；2012 年，姑苏区启动城

市居民家庭改厕工程；2015 年，实施古井老井

治理，为古井老井清淤加盖，河道水质更加清

澈；2018 年，钮家巷社区率先实施架空线整治

和入地工程，“空中蜘蛛网”不见了……

在这个过程中，“一根线”的改造最为不易。

钮家巷社区党委书记张英缨介绍，在强

弱电线沿墙走桥架工程开展时，要绕开每家

每户空调、窗户的位置，制定个性化方案，宁

可排成“Z”字形、“H”字形，也要尽可能减少

设备移动对墙面带来的振动；开挖马路时，协

调燃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同步进行管道预

埋和检测，避免了短时间内反复“开拉链”对

路面的破坏。

现在走进姚志俭的家，粉墙黛瓦、飞檐翘

角的房屋内，煤气灶、淋浴房、空调等现代化

设施一应俱全，打开窗向外看去，严格控制的

古城天际线视野一片开阔，蓝天白云、绿树成

荫、鸟鸣啾啾……

姚志俭告诉记者，“三桶一炉”面貌改变

之后，更多居民选择留了下来，还有一些曾经

搬走的居民也回来住了。“古城气质风采依

然，生活越来越便利，在这里，能不感到幸福

吗？”张英缨笑得爽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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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平平

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

财富财富，，要保护好要保护好、、挖掘好挖掘好、、运用好运用好，，不仅要在不仅要在

物质形式上传承好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漫步古城漫步古城，，城市肌理记录岁月悠长城市肌理记录岁月悠长；；寻寻

常巷陌常巷陌，，传统现代实现交相辉映传统现代实现交相辉映。。位于江位于江

苏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苏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

至今已有至今已有 25002500 多年历史多年历史。。在这里在这里，，现代汽现代汽

车缓缓驶过车缓缓驶过，，古城气质风采依然古城气质风采依然。。

网红店开在老宅之中网红店开在老宅之中、、古老的非遗和古老的非遗和

潮流的饰品摆在同一橱窗潮流的饰品摆在同一橱窗、、评弹声与吉他评弹声与吉他

声遥相呼应……在平江路声遥相呼应……在平江路，，传统与现代发传统与现代发

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地采取当地采取““修旧如故修旧如故，，

以存其真以存其真””的原则的原则，，探寻古城保护与民生保探寻古城保护与民生保

障的平衡点障的平衡点，，最大程度地保障居民在传统最大程度地保障居民在传统

民居中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民居中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探索出一条探索出一条

古城保护的新路子古城保护的新路子。。本报记者日前走进平本报记者日前走进平

江历史文化街区江历史文化街区，，体验街区实景体验街区实景、、回溯保护回溯保护

路径路径、、感受居民生活感受居民生活，，深入探访古城如何在深入探访古城如何在

保护修缮保护修缮、、活化利用的同时活化利用的同时，，提升当地群众提升当地群众

的获得感的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全感。。

——编编 者者

■■一线调研一线调研R

图①：7 月 12 日，游客乘坐手摇船在平江

河游览。

图②：放置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古城保

护展示厅中的《平江图》印刷拓本。

图③：7 月 6 日，两名身着古装的女子在

平江河畔拍照留念。

图④：平江河河畔柳枝飘飘、河水清澈，

一派恬静淡然的美景。

图①③④均为周亮摄，图②为张英缨摄

①①

③③

④④

本报上海 7月 20日电 （记者谢卫群）“过去办理完营

业执照，有的事项还要办行政许可，现在方便多了，许多行

业实行了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省时省力还省钱。”从事公

司代理业务的张女士在上海浦东企业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

厅说。

这一改变源于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市场准营承诺即

入制的实施。过去两年，浦东将改革不断推向深水区：承诺

制注销、强制注销等新一批商事制度改革先后实施，“文体

旅一证通”率先试点，民宿审批改革、环评排污“两证合一”

等措施相继推出。

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浦东新

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两年间，浦东瞄准现代化经济体系

全面构建、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推

动《意见》落实落地。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朱芝松介绍，《意见》

印发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分别制

定了行动方案、实施方案，其中实施方案的 450 项任务，目

前已取得成果或者取得突破的有 413 项，占总量的 91.8%。

全国首家外商独资证券公司、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

落地，全国首个支持离岸贸易真实性审核的“离岸通”平台

建立，“一带一路”技术交流国际合作中心东南亚分中心、东

亚分中心揭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一司两地”一体化监

管模式设立……浦东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

6 月 20 日，上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上海市健全浦东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这是第三部围绕绿色生态制定的浦东

新区法规。

这部法规承载着上海赋予浦东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大

胆实践的历史使命。《规定》明确浦东新区将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建立健全减少污染排放、降低温室

气体排放等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方面作出

制度创新。

仅仅两年时间，已有 16 部浦东新区法规、2 部上海市地

方性法规浦东专章和 16 部管理措施制定出台，涉及经济社

会发展多方面，浦东引领区建设初步构建了与“大胆试、大

胆闯、自主改”相适应的法治保障体系。

制度创新推动浦东经济快速发展。“目前，浦东已初步

构建形成以三大先导产业为引领、六大硬核产业为支撑、新

动能不断涌现的‘3+6+X’的现代产业体系。”浦东新区科

技和经济委员会主任李慧说，浦东工业总产值站稳万亿平

台持续增长，三大先导产业加速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硬

核产业实现引领突破，新动能持续奔涌，张江数链、金谷智

能终端基地、动力之源等特色产业园区率先布局，细胞基因

治疗等领域发展势头强劲。

浦东贸易功能更加完善，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愈发增

强。《意见》中明确的“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

试点已落地，今年前 5 个月大宗商品销售额增长 4.4%；新增

持牌类金融机构 11 家，累计达到 1184 家，占全市 60%。

目前，浦东新区 GDP 总量已占上海市的 35.9%，拼经

济、促发展的劲头依然饱满。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

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说，如今浦东正努力按下增长快

进键，跑出发展加速度。

今年 1至 5月，浦东新区新增企业 1.6万户，比去年同期增

长 53.8%；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新增 13家，累计达 432家，占全市

47%。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上扬，浦东经济的韧性和后劲进一

步显现。今年 1至 5月，固定资产投资达 1070亿元，同比增长

49.9%；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 5385亿元，同比增长 24.9%；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1681亿元，同比增长 37.1%。

产业发展亮点纷呈。今年前 5 个月，浦东有 3 个Ⅰ类新

药获批上市，全球首架 C919 实现商业首飞，国产首艘大型

邮轮“爱达·魔都号”顺利出坞。浦东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

增长 37%，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超过 55%。

按下增长快进键 跑出发展加速度

浦东引领区实施方案
任务破题超过九成

本报拉萨 7月 20日电 （记者袁泉、宋宇）热情优美的

舞蹈、亲切周到的问诊、专业细致的答疑……7 月 20 日下

午，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康马县民族团结广场，一场包括

文艺演出、义诊服务、政策咨询等内容的双拥主题活动走进

康马县。“我最近左膝盖总是不舒服，来自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的大夫帮我做了仔细的检查，还教了我一些保养方法，很

感谢这些参加义诊的医生。”优抚对象达瓦多吉说。“今天的

表演很精彩，演员们克服高海拔等困难来到这里，专门为我

们编排了这么多好看的节目，让人感动。”看完文艺汇演后，

优抚对象卓玛抱着孩子和演员合影留念。

7 月 18 日 ，西 藏 自 治 区“ 纪 念 延 安 双 拥 运 动 80 周 年

文化医疗走边防”系列活动正式启动。这是西藏自治区近

年来首次组织的大型综合性全域性双拥系列主题活动，由

西藏自治区双拥办主办，分为文化系列活动和健康系列活

动两部分，共计派出 600 余人、组成 7 支小分队，分赴拉萨、

日喀则、林芝、阿里等 7 个地市，利用近两周时间，深入基层

部队和边防哨所等，为现役官兵、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及附近群众提供巡演巡诊服务，送去温暖和关爱。

一直以来，西藏双拥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

了许多独具特色的经验与做法。本次系列活动具有组成内

容多、服务对象多、覆盖地域广、参与力量强、持续时间长等

特点，是对以往双拥活动的拓展与丰富。“下一步，我们将继

续按照自治区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和要

求，传承和弘扬双拥工作优良传统，总结经验、创新做法，进

一步提升服务对象的获得感，为西藏抓好稳定、发展、生态、

强边四件大事贡献更大力量。”西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副厅长赵胜斌说。

文化医疗服务 送到基层一线

西藏开展双拥系列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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