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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县城为什么留不住人？》一
文曾火爆网络，文章直指县城已
成为很多人心中“留不下的城
市，回不去的故乡”。究其原因，
是这些人认为“县城没有未来”。

“县城真的没有未来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长期以来，县城都算得上
是我国城市体系中的“兵头将
尾”，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空
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
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

在国家发改委日前印发的
《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
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明确提
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可以明确的
是，新型城镇化未来的突破点
在县城。

去年 11月 18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王
蒙徽在一篇题为《实施城市更
新行动》的文章中，已经对县城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实施强县
工程，大力推进县城提质增效，
加强县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改善县城人居环境，
提高县城承载能力，更好吸纳
农业转移人口。”

“十四五”期间县域城镇化
应该怎么做？县城如何通过城
市更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近
日，中国城市报记者来到江西
省吉安市永新县，探寻这座平
凡的千年古城在新时代中不平
凡的创新实践经验。

“针灸式”改造
大师工作营重塑生活空间

提起永新，首先会想到它
的红色基因——“三湾改编”发
生地、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核
心。这里拥有丰富的非遗文化
资源，却在国家快速城镇化进
程中遇到了发展瓶颈。

古城发展动能不足、空间
环境亟待提升、青壮年人口流
失……一系列成长的烦恼困扰
着永新。

“没有改造以前，这路坑
坑洼洼不好走，上了年纪的人
走这里容易摔跤。”年过七旬
的尹爷爷是古城的守望者，在
永新县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
纪，对于这里有着深厚的感
情。而尹爷爷口中的路，便是
家门口的茅塔巷。每天，他都
要走这条路到附近的小学接孙
子放学回家。

上个世纪，尹爷爷生活的
区域还曾是永新最繁华的城
区，但随着城市布局和社会经
济发展，昔日繁华的街区逐渐
落寞。

提起以前的样子，尹爷爷
摆了摆手：“房屋老旧，空中电
线凌乱，整条街区破败不堪。”

改变，从“重见永新——古
城再生计划”开始。2019年，
CBC建筑中心联合永新县委、
县政府发起的“重见永新——
古城再生计划”，由全国勘察设
计大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
经济师，时任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担任总规
划师，CBC建筑中心主任彭礼
孝担任总策划，北京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院长王向荣担任总景
观设计师。此外，多位知名设
计师、专家学者也走进永新，组
建“大师工作营”。

城市更新的过程，也是理
念革新的过程。

据介绍，大师工作营的模
式与传统操盘的各专业“背对
背”的线性模式有所区别，它是
将策划、规划、景观、建筑、文
化、产业、运营等要素放在同一
个研究平台，以“面对面”的方
式整体性勾勒发展蓝图。

尹爷爷回忆说，听到老城
要更新时，他既高兴又担忧：

“当时听见‘重见’二字，担心会

把贺子珍茶馆、纪念馆等文化
设施都破坏了，这是永新的记
忆，应该留下来让后人知晓。”

彭礼孝介绍称，面对古城
建筑的老化、基础设施的缺失、
居住条件落后的困境，团队采
取了一系列“针灸式”的改造手
法，基于县城的实际条件，有序
进行更新。

记者了解到，不同于传统
“大拆大建”式的旧城改造，城
市“针灸式”改造通过在特定的
区域内以“点式切入”的方式来
进行小规模的改造，从而触发
周边环境的变化，最终起到激
发城市活力、改造城市面貌、更
新城市的目的。

社区办公楼转换为永新古
城美食文化新地标、昔日垃圾
场变身网红游客中心、废弃的
蚊香厂被改造成永新非遗文化
新窗口……如今，这样的案例
在永新古城随处可见。

“一切都变了，但一切也都
没变。”尹爷爷坐在贺子珍茶馆
门前，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杨保军表示，在“重见永新
——古城再生计划”的更新实
践中，我们希望通过外在物质
空间的改善来提升人居环境，
重新拾回对古城的信心，重新
点燃对未来的希望，最终推动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

培育文化产业和社群
把永新人带回来

走在古城老街，街区东侧
的第一家店铺是一家手工作
坊，店主柚子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永新女孩。

“我是学幼师的，毕业后
我本来不打算回家乡工作，但
得知老街焕新颜后有了许多
新机遇，于是决定回来自己创
业。”在柚子的小店里，全是她
自己手工制作的各种工艺品
和日用品。

柚子给她的店起名“喵星
人综合体验馆”，“一楼是工艺品
售卖区；二楼是教学工作室，教
小朋友制作一些小玩意儿；三楼
有个露台，打算改成咖啡奶茶
屋，再把我养的几只小猫带过
来，打造一个撸猫聚会的休闲空
间。”介绍起自己的店面规划，这
位00后女孩眼里泛着光。

从柚子的店铺出来，往街
巷深处走，一家名为“窑茶”的
奶茶店很是热闹，几个高中生
在店门口弹着吉他，唱颂着青
春的动人旋律。

“窑茶”的创始人史斌华生
在永新、长在永新，高考时，史
斌华考上了武汉大学，担任学
校创业协会会长，现在是浙江
大学航空航天学院航天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

本是个航天人才，但在“重
见永新”古城再生计划的感染
下，史斌华心中的那颗创业火
苗再次被点燃。

史斌华希望他的店有着永
新的基因和色彩。构思之下，他
决定开一家红色主题的奶茶店。

“我们的奶茶从视觉包装
到用料配置都体现红色主题，
目的为讲诉永新故事，弘扬红
色文化。”史斌华说，开这家店
也是为了打造创业青年经验交
流的聚集地，以此吸引更多人
返乡创业。

年轻人归来的故事，在永
新不断上演。彭礼孝表示，团队
以“人”的需求作为核心要素进行
考虑，在平衡古城的环境、产业、
文化中求发展，旨在为把永新人
带回来，让新永新人留下来。

提升生活美学
复兴县域经济

街区西侧尽头是一家花
店，老板娘正在招呼着顾客，忙
得不可开交，“每束9.9元，自挑
自选！”

花架上，绽放的鲜花朵朵
皎洁饱满，芳香四溢。老板娘
透露，她的店在这条街上已开
了多年，但生意真正红火起来
是从城市更新开始。

“过去人不多，现在人都来
了。”老板娘说，生意最好的时
间是傍晚和周末，“县城里好多
人晚饭后会来到这里散步，老
两口买盆花装扮家里，小伙子
买束花讨姑娘欢心，我看着这
些景象心里也欢喜。”

不仅是花店里的花以美好
的姿态点缀着古城，作为美学
经济的代表，鲜花正在渗透到
县城的方方面面。

在“花语茶室”，一切生活
美学的培训都可以在这里开
展，包括花艺、刺绣、烹饪、茶
艺、化妆等。

国际花艺师张海艳联合北
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王向
荣发起古城四季花艺节，更吸
引着当地老百姓和外地游客。

“在花艺小镇不仅可以看
花、吃花，还可以玩花。花卉文
创，花卉护肤品、家具用品，这些
好玩好看的东西，以前都得去大
城市才能触及到，没想到现在在
家门口就有了。”居民对如今美
的元素注入纷纷称赞。

彭礼孝介绍称，古城再生
计划还以“大事件”为创新驱
动力，通过学术大事件、节庆
大事件、竞赛大事件等多样化
流量叠加，达成建筑、景观、微
空间、城市设施等不同尺度的
城市更新。

随着“重见永新·共同缔造”
古城再生计划的推进，永新将人
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整
洁、舒适、安全、美丽”的社区环
境，无论是古城居民，还是城镇
化进程中的返乡者，或是在更新
计划中不断加入进来的艺术家、
设计师、品牌主理人、创客等新
永新人，都将拥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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