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颇具传统美感的白墙黛瓦，错落镶

嵌在青山翠谷之间。再细看，又有不失

现代设计感的建筑穿插点缀——走进

位于浙江杭州的“西湖艺创小镇”，但见

天蓝气清、山水环绕。谁能想到，40年

前，双流水泥厂曾在此机器轰鸣，为杭

州城市建设生产水泥的同时，也造成严

重的环境污染。2006年杭州市提出打

造全国文创中心，西湖区的这家水泥厂

从此“旧貌换新颜”。

现如今，“特色小镇”建设如火如

荼，在“创新”活水浇灌下，“西湖艺创

小镇”成为各地“特色小镇”中的鲜活

一例。据悉，“西湖艺创小镇”位于钱

塘 江 畔 之 江 文 化 产 业 带 ，规 划 面 积

3.5 平方公里，由西湖区联手中国美

术学院、浙江音乐学院创建，是一座

文化视听和美术科艺融合共生的省

级特色小镇。

“艺术”立镇

精彩纷呈的杭州亚运会给人们

留下深刻印象，而这场盛会中的不少

文创产品和节目皆出自扎根“西湖艺

创小镇”的团队之手——“云舒霞卷”

礼服、吉祥物“宸宸”“琮琮”“莲莲”还

有亚运奖牌“湖山”。

几组数据，记录“西湖艺创小镇”

的成长历程——先后招引优质文化

艺术科技企业 2000多家，包括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28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500 多项。小镇坚持把创作生产优秀

文艺作品作为中心环节，文化影视视

听类精品不断涌现，主创或参与制作

数百部优秀影视作品，如《中国村落》

《功勋》等。由此，小镇多次受到表彰，

先后被认定为中国美术学院国家大学

科技（创意）园、中国（之江）视听创新

创业园、中国文联“文艺两新”集聚区

杭州实践基地等，并作为之江国际青

年艺术周、杭州现代音乐节等活动的

举办地，进一步提升小镇在文化艺术

领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创新”兴镇

“西湖艺创小镇”优美的环

境和创新的体制机制吸引大

量人才，让“不一样的创意火

花”绽放绚烂的文化果实。

创新构筑宜文、宜

业、宜游、宜居的园区。置身其间，映

入眼帘的是淘汰水泥厂房等工业遗

址。昔年路边村旁一条冒泡黑污水

沟，如今似一条青白缎带漂流环绕，

香 山 文 创 园 、大 美 创 意 园 等 点 缀 其

中。小镇因地制宜建成水杉鹭影、银

杏阶庭等景观，将工业遗存变成艺术

和旅游胜地，促进创业、就业、物业和

文旅业的联动发展。

创新合规合身、灵活管用的体制

机制。小镇主动强化机制创建，有效

激发凝聚力、向心力。碰到任何问题

和矛盾，发个信息、打个电话或者往

相关部门“最多跑一次”，很快就会得

到落实或满意答复。同时，强化效能

管理和绩效考核，从严管控和放手放

活有机结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

等考察；开展“月旦评”和“艺青年成

长计划”，推行“赋予文创领军人才更

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创业路线选择

权”。同时，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和探

索人工智能提升文创生产力与科学

管理水平、服务能力，正式启动中国

（之江）视听创新创业交流合作和网

络影视艺术指导中心，打造数字文创

产业高地，培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

创新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

好。“西湖艺创小镇”善于抓好“人才第

一资源”，做好“筑巢引凤”文章，接续

引进顶端和潜质文化创新创业人才，

构建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核心的政产

学研服务平台，先后聚集文创人才上

千名，其中国家级和省级高端人才 82
人。为解职场人的后顾之忧，完善人

才住房、学校、医院等基本需求，共同

打造杭州市首批儿童友好商圈。扎根

小镇的服装设计师吴海燕感慨：“在

艺创小镇，当地政府将创业者的

烦心事都‘打包’办理，让我

们在干事创业的道

路上轻装前行。”

“融合”活镇

“西湖艺创小镇”围绕“艺

术创新”，按照“产、城、人、文、

景”融合发展的导向，在生产、生活、

生态各方面，推动小镇日益活力满满、

生机勃勃。

如何让小镇的创业者安居乐业，

让中外游客流连忘返？小镇通过线

上线下、多措并举，既抓公共设施建

设，又抓生活服务配套，创设出不少

既有流量又有“留量”的品牌活动。

灯光璀璨中，“凤凰艺市”里人流熙熙

攘攘，“开市集”“夜雅集”等不同主题

的集市上，特色文创琳琅满目。

在“西湖艺创小镇”，创新源泉充

分涌流，文创活动精彩纷呈：举办“中

国青年动画电影周”获得全网 3000万

次浏览量，“凤凰光影艺术节”现场直

播实现 10 万次收视量，“之江新导演

计划”论坛更是万众瞩目。文化艺术、

产业园区在融合中实现良性互动。在

“钱塘陶瓷文化艺术馆”，馆长翁鹤亮

说：“30 多年来，我收集了上万件老物

件。如今，我在小镇的艺术馆里给老物

件安了家，努力为传统手工艺重新焕

发光彩出一份力。”以艺术为原

点，以产业融合、行业创新为

笔，“西湖艺创小镇”将

继 续 勾 勒 广 阔 的

发展图景。

““创新创新””活水浇灌艺创小镇活水浇灌艺创小镇
桑士达桑士达 金雄伟金雄伟 李李 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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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是城市更新的一个

重点，也是一项民生工程，既要保留历

史记忆和特色风貌，又要解决居民关

切的实际问题。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

湾街道民主村社区是一个老小区，曾

经，小区内配套不足、功能缺失、交通

拥堵、环境脏乱，居民生活面临诸多不

便。2022年初，民主村社区启动更新改

造项目并纳入全国有关试点。如今，社

区里的老旧楼栋经过修缮换了新颜，管

线“蜘蛛网”都下了地，原来坑坑洼洼的

道路变得平整干净，党群服务中心、社

区会客厅等一应俱全，动静相宜的社区

商业不仅留住了记忆中的老味道，也吸

引着年轻人的新目光……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民主

村的更新蝶变，便是生动见证。

——编 者

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

的民主村社区，是原重庆建设厂配套家

属区，社区内房屋建于上世纪 50 至 90
年代，地处最繁华的九龙新商圈，占地

0.24平方公里。夹在两大商业体中间，

随着房屋老化、设施陈旧，加上相对封

闭，久而久之，眼看周边高楼新起，民主

村则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洼地”。

作为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城市

（区），九龙坡区于 2021 年 11 月正式启

动民主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采用“留、

改、拆、增”多元模式，目标是将其打造

成“商业新纽带、居民新家园”。2023年

4月，民主村片区城市更新项目（一期）

集中竣工亮相后，民主村的居民迎来了

重塑的新家园。如今生活在此处，沿着

小区道路前行，城市会客厅、社区医院、

综合市场，还有在地老字号与新商业共

同成长……居民们在步行范围内便能享

有完整的设施环境、完备的生活服务。

不搞大拆大建
留住城市记忆

黄 葛 树 下 ，时 光 被 拉 得

悠长。“曾经这里有 100 多

栋红砖房，从高处俯瞰

下来，房屋矩阵组

成了‘建设厂’

三个字，这是我们几代人的骄

傲。”65 岁的老居民冯祖伟说，

“我从小就在红砖房长大，这儿

是我们的根。”

“提起‘建设厂’，民主村社区的居

民都满怀深情，我们在设计之初就想要

留下属于他们的文化符号。”重庆市设

计院有限公司建筑一院院长余水说道。

按照居民们的心愿，老旧的红砖房

以特殊方式获得了新生：承载几代人记

忆的“高龄”红砖楼部分老墙体被保留

下来，不仅进行内部空间重构，还在墙

体外加设钢和玻璃罩，成为展陈民主村

和建设厂历史文化的社区会客厅。

走进社区会客厅，一张张属于民主村

老居民们的记忆相片，记录着时代变迁，也

展示着这个老旧社区曾经没落的一面——

楼体年久失修、管道老旧、飞线满天……

“在改造前，我们多方协同进驻社区，

了解社区特点、居民意愿，为社区进行了

一次全身体检。”九龙坡区住建委主任杨

扬介绍，“我们还邀请规划师、建筑师、工

程师‘三师’进社区，为民主村把脉问诊。”

“路面‘七拱八翘’，走起来都不太

顺畅。”

“公厕希望能原拆原建。”

“小区里爬坡上坎多，能不能增加

些无障碍措施？”

多次举办的院坝会上，社区居民畅

抒己见，住建部门收集了上千条相关意

见建议，落实到社区后续更新改造中。

设计师将建设厂历史变迁中的建筑风貌

元素“一号信箱”“三线建设”等文化符号

融入其中，设计了以建设诗歌等为主要

内容的系列文化景观。细致梳理片区内

老建筑、老字号、老树木等各种承载居民

记忆的载体，让原住居民记忆深处的电

影院坡坡、游园坝坝等旧址重现。

环境的变化很快凸显。一期范围累

计拆除违章建筑

1.6 万平方米；楼

栋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

基础上进行了翻新；飞天管线都下了地；

回家的路变平整亮堂了，出入片区步行

只需 10分钟，停车也方便了不少；智慧设

备处处可见……

公共基础设施升级有里有面：社区

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红蚂蚁志愿

者服务驿站……民主村社区已打造成

“完整社区”，居民所需的各类生活配套

都能在社区内找到。“我们老年人特别高

兴，看病养老不用跑远路，还可以到食堂

用餐。”社区居民陈代蓉说，“现在的民主

村，既有记忆中的模样，又有现代社区的

便捷，一辈子都舍不得搬呐！”

创新基层治理
智慧服务居民

一个数字平台、一部手机、一个数据

库，就可以实现社区与居民群众、居民群众

与志愿者以及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交流互

动，让便民服务更便捷——这是民主村社

区积极探索数字化社区的全新形式。

“民主村社区焕然一新后，不仅是

本地居民的幸福家园，如今还成为大量

游客的打卡地。要想对社区实现精准

治理，离不开对数字技术和物联网的充

分应用。”民主村社区党委书记伍成莉

介 绍 ，在 民 主 村 社 区 党 群 服 务 中 心 一

楼，“云上民主村”平台作为一个基层治

理的指挥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更精准

的服务。市民可以通过手机轻松查阅

民主村历史文化、美食与景点；通过小

程序便捷查看社区公开信息、办理日常

事务，将优质服务直接送达居民家中。

“临时遇到电力线路故障，家里用不

了制氧机了。”收到一家人的求助信息，网

格员立刻在手机上通过“渝快办”向街道

指挥中心上报。很快，指挥中心下发了任

务分解，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社区

医院，将氧气袋送到了求助人员家里，供

电公司安排维修人员上门抢修线路，很快

恢复了供电。

伍成莉介绍，未来“云上民主村”平

台还将与政务服务平台“渝快政”和“渝

快办”对接，与街镇级基层治理中心进

行深度对接，助推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

的高质量发展。

传统新潮交织
商业人居和谐

社区便利生鲜店门口，店主正在装卸

新鲜蔬菜。不远处，市民正在甜品店内细

细品尝，开启一天的甜蜜生活……在民主

村社区，既看得到传统修鞋铺、换锁店、非

遗糕点店，又能看到精品咖啡厅、小众潮

牌店、文创店，传统与新潮在此交融。

提质升级后的民主村社区，目前入

驻近 70 个主理人品牌，吸引着日均 2 万

的人流量。加上建设中的二期，共计 5
万平方米的社区商业预计可以聚集到

200 多个主理人品牌。这样一个老社区

对品牌的吸引力从何而来？

“一间”咖啡主理人朱莺告诉记者：

“一是位置好，二是味道正。民主村位

于杨家坪商圈核心位置，加上社区氛围

营造得特别有味道，不是空壳子一件。

入驻后我们发现，不仅有附近的年轻人

和上班族来我们店里喝咖啡，不少社区

老居民也爱上了咖啡。”

“改造后的民主村焕然一新，不少连

锁品牌联系我们希望能够入驻。”负责社

区商业运营的九龙城市更新公司党委书

记唐万民介绍，“但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做

具有本地特色商业品牌，兼顾本土文化和

年轻元素。”

一些在民主村开了几十年的老字

号 也 不 断 释 放 新 活 力 。 老 字 号“ 黄 粽

人”粽子店和“牧马人”火锅，便在社区

运营公司的指导下对品牌

包装进行了全面

升级。“对于这

些民主村本土

孵化的品牌，我们

将 加 大 力 度 扶 持 指 导 经 营 ，留 住 老 味

道。”唐万民说。

商住距离近，加上外来人员增多，居

民生活会不会受影响？“在项目设计之

初，我们就考虑到要平衡好市民与居民

的关系，在业态布局上进行了优化调整，

实现了动静分区布局。对于一些主干道

附近的社区底商，我们也对其经营时间

进行要求，晚上 8 点后不允许外摆经营，

10点后严禁发出噪声。”唐万民说。

“刚开始我们都有这个担忧，怕晚

上吵。但是发现这里的商家都很自觉，

到点关门，也不闹腾。商业繁荣后，不

少年轻人选择在这居住，成了新一代民

主村人。”陈代蓉说。

图①：更 新 改 造 后 的 民 主 村 社 区

一角。 九龙城市更新公司供图

图②：改 造 前 的 民 主 村 社 区 服 务

中心。 李显彦摄（人民视觉）

图③：焕然一新的民主村社区服务

中心。 九龙城市更新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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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青山环绕中的“西湖艺创小镇”。

图⑤：“西湖艺创小镇”中改造后的办公楼房。

图⑥：“西湖艺创小镇”优美的自然环境。

图⑦：俯瞰“西湖艺创小镇”。

图④至图⑦均为李玲提供

本版责编：孟 扬 唐中科 曹怡晴

版式设计：张丹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