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鼓楼区傅厚岗片区，
依托片区内众多“民
国建筑”打造旅游街
区，重现了20世纪初
的风貌；六合区王家
巷根据当地居民多
民族的特点，用民族
风格浓厚的墙壁喷
绘打造出一条“最炫
民族风”的小巷……
如今，一个个独具特
色的背街小巷已然
成为南京城独特的
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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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说

城市看台

长沙长沙：：““城市驿站城市驿站””共享共享
提升民生提升民生温度温度

天冷进来歇脚喝茶，微波炉免费加热

午餐，书籍免费供人阅读……在湖南长沙

市开福区栖凤路月岛社区公园广场入口

处，一栋建筑面积约70平方米的“城市驿

站”近日已投入使用，为广大市民打造集

用餐、休息、学习、交流、应急于一体的城

市共享空间。图为月岛社区公园广场入

口处的“城市驿站”。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 摄

□ 郑晋鸣 李 薇

背街小巷对外是城市的

“里子”，对老百姓而言则是自

家的“面子”，其面貌如何直接

反映了城市的文明水平、和谐

宜居程度。

江苏南京市启动背街小巷

精细化整治工程以来，在解决

环境卫生问题的同时，尊重街

区历史和原住民需求，从精致

上下功夫，在特色上做文章，用

一个个“微而新”的举措，留住

背街小巷的老味道，找回乡愁

记忆。

入细入微 展露新颜

街边商铺的门牌店招统一

换上了咖啡色的网纹背景板，

并搭配黑色的字体，简洁明了；

道路两旁新设置的非机动车停

放处整齐地排列着几十辆共享

单车；街道周围空地上新建的

绿植区鲜亮清爽……走进位于

南京市建邺区的茶南大街，《光

明日报》记者看到，通过整治，

沿街店铺门牌店招已经集体换

上了新装，街道彻底告别了垃

圾乱倒、车辆乱停、绿化缺失等

“脏乱差”现象，颜值大大提升。

“统一换装，商铺看上去

档次提高了，客流量也多了。”

茶南大街沿街商铺店主肖金荣

说，街巷整治后，他家的眼镜

店生意都变好了，仅上个月的

销售额就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了40%。

“街巷整治并不是全部推

倒重建，那样投入成本太高，老

百姓也不一定认同。”南京市城

管局副局长靳楠介绍，整治按

照净化、序化、美化的要求，从

细微之处入手，以修补、提升、

维护为主，重点满足百姓的功

能性需求，达到“净、洁、平、亮、

序”的效果。“其中，‘净’‘洁’指

沿街立面干净整洁，‘平’指路

面平坦，‘亮’指通过维修更换

把路灯全部点亮，‘序’指规范

街巷停车管理秩序和沿街商铺

经营秩序等。”

截至目前，南京市已有576

条街巷完成整治，今年还将实

施600条街巷的整治工作。

一路一策 凸显特色

走进南京市迈皋桥街道老

街，一座灰墙红砖、圆拱门廊的

钟楼便映入眼帘。顺着街道向

里走去，每一栋建筑都散发着

浓浓的历史韵味。

迈皋桥原叫“买糕桥”，建

于20世纪 30年代。从90年

代开始，这里渐渐变为违建乱

搭、污水乱排、杆线乱架的老

街。2016 年，南京对迈皋桥

老街片区实施全面整治，还原

老街的历史风貌。“看着现在

重现历史风情的街道，总会不

禁想起小时候父母带着自己

缓缓行走在街上的场景。”住

在迈皋桥已有70余年的老人

钱伯勋看着如今整治后的街

景感慨颇深。

“整治背街小巷，不能同

质化。”南京市城管局局长

许卫宁说，南京的很多街巷承

载着各自的文化特色，因此在

治理的过程中不能只追求商

业化，更要有精品意识，凸显

小巷特色。

为了避免街巷整治“千街

一面”，整治启动之初，南京就

明确了各街巷的特色和定位，

按照“一路一策”的原则进行设

计，在不进行大规模动迁的基

础上，积极探索城市“微更新”，

最大限度地保留街巷老味道，

留住居民的乡愁记忆。

鼓楼区傅厚岗片区，依托

片区内众多“民国建筑”打造

旅游街区，重现了 20世纪初

的风貌；六合区王家巷根据当

地居民多民族的特点，用民

族风格浓厚的墙壁喷绘打

造出一条“最炫民族风”的小

巷……如今，一个个独具特色

的背街小巷已然成为南京城

独特的风景线。

匠心独运 留住乡愁

“街巷是城市文化的重要

载体，尤其对古城南京来说，每

条街巷都有讲不完的历史故

事。”东南大学设计学院副院长

崔天剑说，街巷整治应该尊重

街巷的原生态和原住民，并结

合历史和建筑的功能，贴近百

姓、贴近生活，彰显文化特色。

街巷出新，既需要文化依

托，也需要管理者的“匠心”。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屠曙光认

为，一个好的设计方案，如果参

与人员没有工匠精神，是完不

成的。南京茶南街道施工到一

半时，发现实际成品和效果图

不太一样。导致信息误差的原

因很多，施工质量是主因，管理

者专业性缺乏也是因素之一。

今年南京还有600条背街

小巷要整治，如何避免类似的

尴尬？屠曙光认为，管理者在

对街巷进行风格定位时要接地

气，尊重街区原生态文化和建

筑原有的格局。“因为街区的历

史、文化和原住民，共同构成了

街区自身的老味道。”

“街巷是文化沉淀下来的

载体，涉及建筑学、色彩学等多

方面知识。”崔天剑说，因此在

对街巷进行整治改造时，既要

了解每条街巷的历史，又要弄

清每一栋建筑的风格，依据其

原有的格局、材质去施工，才能

还原街巷的老味道，留住乡愁

记忆。

□ 许 婧 康玉湛

距离上海传统商业中心南

京西路仅百余米的上海市静安

区西王小区弄口，近日开出了

上海首个弄堂博物馆——西王

花园弄堂博物馆。

开馆仅 3天，就引得无数

市民到此追忆自己过往的

“芳华”。

这座颇具特色的博物馆，

摆放的是从居民家中征集来的

各种不同年代的老上海物件及

百姓生活用品，主要通过展板、

照片、实物以及短片等形式，展

示海派弄堂文化和关于“老上

海”生活的集体记忆。

蝴蝶牌缝纫机、老大房八

仙盒、上海益民食品厂什锦饼

干铁皮盒、卡带录音机、BP

机、各式粮票和乘车月票……

极具年代感的展品勾起上海

市 民 潘 先 生 浓 浓 的“ 怀 旧

感”。“看着这些既有年代感又

有怀旧感的展品很亲切，对这

些老物件我印象比较深，包括

这种石库门建筑。”

始建于 1911 年的西王小

区，是一处具有百年历史的英

式安妮女王风格建筑群，被列

为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曾是西王

小区的一名住户。如今，这里

12幢花园里弄仍保存完好，弄

堂博物馆清水红砖的外墙风格

维系着小区的历史风貌。

“这几天观众表达最多的

就是‘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

博物馆工作人员黄小姐介绍

说，展品都是周边居民捐赠的，

并且会定期更换。正在展出的

是最初收集到的一些展品，每

个月还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更新

一些不同的内容。

慕名而来的上海市民王

先生有浓厚的上海情结，对

上海建筑和上海风情情有独

钟。他说，博物馆能看到上海

人以前的生活情况，更让他想

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很有

意思。

南京西路的另一端是繁华

的南京东路，坐落在此的上海

市百一店同为优秀历史建筑，

年逾80的老店经过半年整修

“新开”。在寸土寸金的南京东

路商圈，上海市百一店辟出近

800平方米设立“弄堂”主题区

打造“100弄”，潜心挖掘老上海

元素，唤起沪人儿时记忆。

文化里弄开业的第一个展

名为“上海复古生活展”，展示

了收藏家郭纯享提供的80多个

“三五”牌台钟、120多个搪瓷

杯，以及旗袍、假领头、自行车、

冰箱、面包机等各式各样的老

物件，诉说着上海城市发展和

生活进步的故事，参观者络绎

不绝。

在新近公布的《上海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中，上海明确将建设国际文化

大都市、“更有魅力、更有活力、

更有温度的人文之城”。学界

认为，对城市历史文脉和城市

文化特色的传承发扬，是弘扬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关键着

力点。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梁永安看来，社区是城市文

化的基础，凝结着一个地区

居民的共同记忆。“弄堂”(也

称“里弄”)是有别于街面房子

的胡同的通称。上世纪中叶，

上海里弄式住宅的数量曾居

全国之首。但上世纪90年代

后，上海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

和开发，大片弄堂随着房屋的

拆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幢幢高楼，人们的生活也随

之发生变化。街道政府牵头

开设的弄堂博物馆恰恰是一

种从微观上留住城市记忆的

好尝试。

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所

在的上海市静安区，历史建

筑众多，文化遗存丰厚。根据

静安区的规划，西王花园弄堂

博物馆只是街道建设“博物馆

群”的试点之一。今后还将依

托区内的阮玲玉故居、张爱玲

故居等老建筑资源和文化名

人效应，在条件成熟时把它

们建设成文化展馆，供民众

参观。

□ 曹海军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城市

治理的话题备受关注。从城

市外来人群的居住问题，到适

龄儿童的托幼问题，无不是老

百姓关心的焦点。这在某种

程度上说明，社会治理的重心

正在下沉，社区治理在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上的作用不容忽

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需要在城乡社区治理上落

细落小落实。

社区是社会结构中的基

本单位和有机组成部分。社

区治理的好坏，关乎社会治理

的成效。从目前来看，社会建

设、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存在

一类现象，即治理所需的人财

物、权责利等资源“横向不到

边，纵向不到底”。“横向不到

边”意味着在资源配置和调配

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之间及参

与主体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整

体协调，治理和服务的成本

高、效率低；“纵向不到底”意

味着各种资源遭遇纵向截留，

无法顺畅地输送到基层社区，

治理和服务无法真正惠及群

众。“一横一纵”让治理效果打

了折扣，需要加强统筹协调、

重心下移，让资源在流动中实

现最大化。

社区治理，一个关键因素

在于基层党组织。社区怎么

建设？群众如何服务？矛盾

怎么化解？面对这些问题，一

个松软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往

往能拖就拖、能遮就遮，而一

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就像吸

铁石一样把群众紧紧地凝聚

在一起。笔者调研时发现，协

调好“一横一纵”的关系，党建

重心要向下并推动基层区域

化建设，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

织的横向统筹协调功能，另一

方面健全市、区、街道、社区等

四级党组织联动体系，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

治理和服务网络。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以山

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为样本

进行了跟踪分析。作为主城

区，杏花岭区的市政变化很

大，老旧城区的对比鲜明，居

住环境和社区服务的差异比

较明显。如何让新社区居民

更舒适？如何让老小区群众

“不落伍”？杏花岭区搭建了

党群服务中心平台，依托区域

化党建互联互补互动机制和

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机

制，整合了多方资源。例如，

为了调动党员的服务热情，专

门设立党务功能区，让多年与

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离退休老

党 员 和 无 组 织 党 员 找 到 了

“家”，进而引导党员走进群

众。又如，为了让群众更便

利，社区划出便民服务功能

区，基本涵盖了健身、卫生、就

业、创业、居家养老、助残等项

目。这也契合了“社区建设光

靠钱不行，要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的理念。

服务是最好的治理。但

是社区服务不能千篇一律，应

该讲实情、有特色。以杏花岭

区下辖的三个街道为例，杏花

岭街道的单位众多，就以党建

联席会议制度带动服务提升；

敦化坊街道的大型国企居多，

就利用党员“工作在单位、活

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的机

制，推动党员志愿服务；三桥

街道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发达，就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

区工作。不同社区街道，要把

自身特色彰显出来，有的放矢

地治理，从而盘活本地资源，

让服务供给多元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

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

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

互动。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安

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党和国家

政策措施落实的“最后一公

里”。让资源下来、服务上去、

群众满意，应是社区治理的题

中应有之义。如此，矛盾才能

少一些，生活也才能更美好。

本报讯 来自北京市商

务委的消息称，北京将打造全

国会展中心城市，2020年北京

举办的国际展览数量有望达

到200个，2035年举办的国际

展览数量达到250个。

为推动北京展览业创新

发展、转型升级，北京日前印

发《关于促进展览业创新发展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提出，2020年北

京基本建成结构优化、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机制健全、服务

优良的服务于“四个中心”建

设的展览业发展体系。

根据《意见》，2020年北京

一年举办的国际展览数量将

达到200个，打造出1个~2个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展览集团，

力争引进3个~5个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品牌展会；2035年，

举办国际展览数量达到 250

个，北京展览业的专业化、国

际化、品牌化、信息化和国际

影响力、综合竞争力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 （高健钧）

本报讯 来自近日召开

的成都市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大会的消息称，成都市将深化

生活性服务业供给侧改革，到

2022年，成都生活性服务业产

业增加值将达到5000亿元，

初步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

展，成都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

居生活城市，到2022年，成都

生活性服务业产业增加值达

5000亿元以上，发展型、享受

型消费支出占城乡居民消费

支出达到70%以上。

成都未来将打造“春熙路

—盐市口”“天府新区”“空港

新城”三个国际化顶级商圈，

打造提升宽窄巷子、锦里等

100个特色街区；同时，推动生

活服务便利化、品质化，打造

“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提

升商业、医疗、教育、文体等生

活配套公共服务水平。

在产业用地上，成都将加

强生活性服务业用地指标保

障，探索灵活用地供给模式，

确保新建或改造区域社区商

业和综合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不低于住宅建筑面积的10%。

（李力可 马 钊）

找回街巷里的乡愁记忆
江苏南京用精细化整治留住背街小巷老味道

上海推出首个弄堂博物馆追忆“芳华”

服务是最好的社区治理

北京打造全国会展中心城市

成都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主打“怀旧风”，留存“老上海”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