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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老街旧巷蜿蜒纵深，青砖
白墙、木雕花板写满岁月悠长，
传统建筑与现代生活在传承保
护利用中交织融合，升腾出悠
闲惬意的松弛感和烟火气……
在福建，历史文化街区既是宝
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城市
古韵新颜的潮流集散地。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印发《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
(第一批)》(以下简称《清单》)，福
建省 6 个经验做法入选，总数
位居全国前列。

11 座历史文化名城、49 片
历史文化街区、10283 栋历史
建 筑 、3039 栋 传 统 风 貌 建 筑
……一组组数字彰显出福建省
积极推进名城街区、历史建筑
等保护利用工作的显著成绩。

加快制度创新

近年来，福建省全面推进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
利用，先后印发实施了《关于加
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
村落和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
风貌建筑保护利用九条措施的
通知》《福建省传统风貌建筑保
护条例》《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
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七条措施
的通知》等，为传统村落和文化
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福建省持续开展历
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的
申报、评审、认定工作，以及乡
土建筑调查、保护、利用工作，
并支持街区整治提升、补助历
史建筑修缮。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省每
年安排专项资金奖补历史建筑
修缮保护利用项目，对近年内
已完成保护修缮的历史建筑，
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
每栋补 25 万元，500 平方米以
下的每栋补 15 万元。

一次次触摸历史、一个个
生动实践，探寻福建省历史文
化保护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
素，福建省历史文化保护与传
承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福建
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保
护研究中心主任范思哲认为：

“福建省加强顶层设计、实施系
统保护、开展活化利用，建立了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从搭
建信息平台、加强资金保障和
技术力量支撑等要素入手，构
筑了全省保护传承的全流程；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借助乡贤
力 量 ，构 筑 了 保 护 传 承 的 全
链条。”

守护城市文脉

一条中山路，千年泉州史。
泉州市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位
于泉州古城中部，全长约 2.5 公

里，蕴含着丰富的建筑文化，既
结合泉州民居的传统特色，又
融入海丝文化的建筑精华，是
我国仅有保存最完整的联排式
骑楼建筑商业街。

留住历史文脉、融入时代
发展，泉州市中山路历史文化
街区是福建省延续传统街区历
史风貌的一个缩影。

泉州市中山路历史文化街
区依据史实和老照片，保留从
唐宋至今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
空间特色、历史信息、细节特征
和环境要素，体现了街区多元
共存的风貌。搭建闽南建筑营
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传

承人“师带徒”施工，在金鱼巷

改造中使用了约 2 万件旧砖旧
瓦旧构件，重现了出砖入石、蚝

壳堆砌、石雕砖雕等 18 种闽南

古建筑传统工艺；创新利用骑

楼吊顶设置管线桥架，规整了

原附着在骑楼立面上的各种强

弱电线，再现了骑楼传统风貌，

以“小而美”的方式精耕“刺桐

记忆”。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得好，

“微改造”唤醒老城新活力的实

例 最 有 说 服 力 。 郑 占 林 是

2020 年福建省莆田市启动的

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一期保护

修缮工程指挥长，从设计图到

施工，现场拆什么、修什么、怎

么修他都十分清楚。

“莆田市兴化府历史文化
街区按照原形制、原风貌、原材

料、原工艺‘四原则’和拆、改、
留、提、立‘五部曲’对街区内县
巷、衙后路等 6 条主要历史街
巷沿街建筑和院落进行修缮，
拆除不协调建筑，增加景观节
点，在尽可能保存原构件的情
况下改造修缮沿街店面。”郑占
林说，“同时街区组织本地老工
匠将可利用的老物件、旧砖瓦、
老木架分类整理，做到原物原
用、应用尽用，采取传统工艺进
行古法修复，保留竹钉瓦衫、清
水红砖墙等传统建筑艺术特
征，让街区的保护更新传承了
浓郁的历史风貌。”

如今，传承了几代的莆田

人老手艺、老字号、老业态也被
保留了下来，市井烟火、原生文
化和乡愁情怀在兴化府历史文

化街区得到交融共生。
老 街 新 生 既 要 做 好“ 里

子”，又要擦亮“面子”。在福建

省厦门市鼓浪屿历史文化街

区，当地以科技之“智”保障街

区文化遗产和居民生命财产安

全，采用日常动态巡查和专项

重点监测相结合的方式，构建

街区动态监测预警系统，并对

街区内重点保护建筑进行三维

扫描，对部分施工修缮过程全

程录像，有效提升了修缮工程

数字化监测水平。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设计

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建理工大

学教授严龙华表示：“历史城区

保护更新规划设计是一个综合

过程，不仅要考虑专业性，更要
着眼于保护更新后能呈现出一
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通过强
功能补短板、环境品质提升、基
础设施植入等方式，完善公共
配套，实现对城市功能的重要
补充，才能让历史文化与现代
生活有机结合。”

增强活化利用

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唐宋子
城（台湾路—香港路）历史文化
街区，这里的老物件、旧骑楼、
非遗工艺、生活器具等时常吸
引不少游客打卡、“寻宝”。

漳州市唐宋子城（台湾路
—香港路）历史文化街区位于
漳州古城的中心地段，是漳州
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部分，凝
缩着漳州千年城市文明发展的
轨迹，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分。

近年来，漳州古城运用社
区营造理念，点亮闽南传统优
秀文化与产业。保留街区 400
多 户 原 商 户、1.7 万 名 原 住 居
民，引导原住居民利用老建筑、
传承老字号、延续老生活、展现
老营生。

同时，漳州古城以“月月有
主题、周周有活动”的社区传统
文化氛围营造方式，植入 17 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一批木
偶头雕刻、剪纸、木版年画等非
遗传承人，支持 60 余家非遗、
老手工艺店落地，形成古城记
忆馆、灯谜艺术博物馆、漳州非
遗展示馆等“十一馆二中心”，
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
态传承，逐步带动了古城以传
统产业为主的业态提升。

富有文化气息的古城，已
成为漳州文旅的“流量密码”。
今年“五一”假期，以漳州古城
为主体的闽南文化体验游吸引
客流量约 63 万人次，单日客流
峰值达 20 万人次。

“历史街区保护再生，必须

考虑功能业态。只有适应性的

功能业态，才能让街区保持活
力。”严龙华表示，要依托街区

文化资源、开展活化利用，探索

街区的多样活化利用方式，丰

富历史文化街区的各类业态。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是第

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

福建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唯

一的县级城市。近年来，长汀

县把“为民护城、为民建城、为

民造福”贯穿于名城保护与利

用全过程，探索出共建共谋共

享的名城保护与发展新路子，

推动古城焕发新生机。
在金融产品方面，长汀县

推出“名城古建贷”推动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采取“抵押+担

保”的方式，由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向符合条件的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区内的传统风貌建筑产
权人发放贷款，并由县农业融
资担保公司负责担保，拓宽了
名城保护的社会融资渠道。该
产品首批给予贷款授信 30 亿
元，截至今年 7 月，已发放贷款
近 1.6 亿元。在长汀县大批传
统民居得到修缮的同时，也有
效地撬动和吸纳了社会各类资
金 超 5 亿 元 ，催 生 了 民 宿、茶
社、清吧、休闲餐厅、书画、文
创、旅拍等一批新业态。

当下，行走在八闽大地，徜
徉于古街，体验现代气息的“潮
生活”，“新”与“旧”的混搭碰
撞，孕育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文化强
省，福建正在阔步前行。

2024阿拉善英雄会
即将举行

本 报 讯 近 日 ，2024 阿 拉
善英雄会活动发布会在北京会
议中心举行。2024 阿拉善英
雄会由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
的阿拉善左旗文化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主办，阿拉善盟天空之
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发布会现场播放了阿拉善
左旗文化旅游宣传片和阿拉善
英雄会宣传片，活动主办方、
承 办 方 负 责 人 分 别 作 致 辞 和
推介。

2024 阿拉善英雄会将于 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在位于阿
拉善左旗的阿拉善梦想沙漠公
园举行，主题为“心之所往，向
善而行”。此次活动坚持“常态
化、平台化、市场化”的原则，继
续推动沙漠文化与现代娱乐的
深度融合，展现阿拉善独特的
自然景观与丰厚的文化底蕴。

据了解，本届英雄会精心
策划了开幕式、赛事、音乐节、
会展、美食、露营、航空和烟花
秀等内容，包括 IBF 国际拳击
争霸赛、全地形车大奖赛、GT
改装展、星际·彩虹音乐节、红
牛极限运动表演等 20 余项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英雄
会引入国际著名职业拳击组织
IBF，首开 IBF 在沙漠举办争霸
赛的先河，着力打造一场集挑
战性、参与性、观赏性于一体的
盛大嘉年华。

活动发布会上，阿拉善盟
委委员、阿拉善左旗委书记刘
志强向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张伟
丽颁发证书，聘请张伟丽担任
2024 阿拉善英雄会推广大使。
此外，活动主办方还邀请多位
巴黎奥运会金牌得主和娱乐明
星在英雄会期间，与游客同走
英雄之路。

福建省福建省：：  ““街街””续文脉续文脉      ““城城””连古今连古今

福建省泉州市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景观。赵啸飞摄

（卜青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