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消费需求变化和零售科技发

展，不少实体商业积极适应消费需求新

变化，在商品、服务、业态等方面全面升

级，赢得了人气。通过精心规划和设

计，旅游休闲街区不仅能够成为城市的

一张闪亮名片引来流量，还能提升城市

的整体形象和知名度。

2021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会同相

关部门，先后推出三批国家级旅游休闲

街区，多省份也评选出省级旅游休闲街

区。这些街区不仅成为当地的文旅地

标，也在文旅融合发展、城市更新、促进

消费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为城市休

闲游发展注入活力。

日前，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第四批

浙江省旅游休闲街区，共有 7 家上榜，

其中，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民权路休闲

街区便是宁波近年着力打造的一张区

域形象“金名片”。

2019 年 10 月，该街区正式开街，街

区内有大量明清风格建筑和文化资源，

近年来，街区大力塑造国潮文化氛围，

还原呈现“千年古县城”风貌，目前，街

区集大健康产业、住宿、餐饮、非遗文创

等各类特色业态于一体，成为宁波文旅

新地标之一。

此外，老外滩、南塘河也是宁波旅

游休闲街区的代表，二者皆已入选国家

级旅游休闲街区。以宁波老外滩为例，

街区保存有中西合璧的历史建筑。今

年国庆假期，这里举办了一系列“老外

滩 正当红”主题活动，既展现了当地的

海丝文化、运河文化，也彰显了老外滩

时尚化、国际化的独特魅力。

“不仅需要在视觉上吸引游客，更

要在内涵上展现城市的文化底蕴。通

过精心策划的文化活动和主题展览，街

区亦能成为讲述城市故事、传承历史文

脉的平台。”在谈及宁波旅游休闲街区

的魅力“密码”时，当地相关负责人表

示，宁波始终坚持“一街一特色，一街一

韵味”，将旅游休闲街区打造成区域形

象的“金名片”、城市更新的“试验田”、

文化强市的新载体。

“需求变了，供给也得求新求变”

焕新一条街 发展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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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贾 露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民权路休闲街区

▲杭州小河直街

诚然，一条街不仅仅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场所，它们或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人文，诠释着浓郁的市井风情，或展示着城市深度、文化特色和

精神风貌，是展现城市形象的窗口，亦是城市实现发展的载体。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唯有立足长效，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挖掘、传承

与利用，激活旅游休闲街区的文化基因和人文印记，方能赓续城市文化“厚度”，走出一条多元融合、多方联动的可持续城市更新之路。

街区如同连接起城市各个角落的脉络，从狭窄的巷弄到宽阔的林荫大道，无论是集娱乐、旅游、购物、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商业街区，烟

火气满满的旅游休闲街区还是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文化街区，一条条街区成为城市景观的新地标，成为旅途的新选择。近年，“文旅热”

“国潮风”的涌入，更让其焕发出新的文化气息和消费活力。

近日，江苏南京浦口火车站街开

街。浦口火车站是全国唯一拥有百年

历史且保存完整风貌的老火车站，是南

京的文化地标之一。日前，街区已完成

修缮向大众试运营开放，百年地标时隔

多年再回大众视野，吸引众多游客慕名

而来。

目前，整个街巷肌理、历史场景都

被完整地保留、恢复，一百年前的街巷

场景和建筑得以还原，实现了保护、利

用、传承的统一。同时，书店、旧物店、

旗袍店、民宿、小型展馆、小吃店、咖啡

店、茶室等各类业态的入驻，也让街区

兼备观赏性与实用性，既方便市民游客

亲近历史，也能真正融入市民生活。街

区还“以文造景”，增设多处经典文学场

景，以文创、互动体验等形式连接起文

学与生活场景，让文学之美可触、可感、

可体验。

同为历史文化名城，杭州的“古建

筑”“老街区”也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

项”。清河坊、小河直街、塘栖古镇⋯⋯

作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杭州自

1996年启动街区保护以来，目前共有历

史文化街区 42 处。如何推动这些历史

文化街区高质量发展？城市的历史和

文脉，又该怎样实现保护与发展兼顾、

传统与现代交融？

“老街焕新颜”这是许多经改造提

升后的街区予人的印象。改造既让老

街提升了“颜值”，也为居民提供了更为

舒适、美好的生活环境。此外，焕新后

的老街往往会迎来手作、围炉煮茶、主

题咖啡店等备受年轻人欢迎的新业态，

有新意，也不失古韵。

最近，杭州市政协召开了一场名为

“历史文化街区提升发展”的月度协商

座谈会，会上，杭州历史文化街区的“打

开方式”成为讨论焦点。“保护和传承利

用好历史文化的同时凸显独特的‘杭儿

味’”成为大家的共识。

历史文化街区是展现城市文化特

色和精神气质的重要载体。保护好这

些文化遗产，同时使其真正融入百姓生

活，才是传承发展城市文化、培育滋养

城市文明的目的所在。杭州市文史研

究馆特约研究员司马一民指出，历史文

化街区的建设应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

与展示，同时融入现代元素，创造出既

具有历史感又符合现代审美的空间。

如此，旅游休闲街区方能成为城市文化

风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提升既

要注重传承杭州的历史文化，有鲜明的

杭州地域特色，又要注重适合当代生活

和消费的创新。”

区域特色+文化底蕴 打造城市“新窗口” 旧时光+新创意 老街实现“逆生长”

▲江苏南京浦口火车站街区▲江苏南京浦口火车站街区

▲宁波老外滩

▲杭州河坊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