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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亚洲都市景观奖”
新河浦复兴彰显老城市新活力

近日，“亚洲都市景观奖创设 10
周年纪念暨颁奖礼” 在日本福冈举
行，广州市越秀区申报的“广州东山
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复兴工程 ”项
目，荣获 “2019 亚洲都市景观奖 ”，
该项目不仅展示了老东山文化特色
的街区景观， 更强调了越秀区在城
市空间改造、景观环境提升、产业转
型升级过程中， 对人文历史的传承
保护和与城市发展的同步共生。

■新快报记者 邓毅富

●余伟（越秀区商务局副局长）：东山
新河浦复兴提升计划有五大方面： 城市
环境改造、 民生事业发展、 商业布局优
化、社区综合治理、街区品牌打造等，环
环相扣， 缺一不可，彼此争耀。

●李静（越秀区商务局商务促进科科
长 ）： 对于广州历史的现实观照是 ，看
2000 年的广州， 要去北京路中轴线。 看
500 年的广州，要到西关。 看近百年的广
州，就要来东山。 东山新河浦的历史文化
资源独一无二，值得我们顺其自然，极尽
可能地盘活它。 对此， 我们有几个关键
词：沉浸式、活态化、国际性。 老东山，正
青春，是一个生活品质不断提升的街区，
在北京、上海看不到的，在北京路、西关
看不到的，在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把
这种安静、文雅、异地化的东西，保留下
来，发扬下去。

●李灵犀（民宿觉园 1984 主理人）：
我是新广州人， 在越秀区已经生活了 5
年，结婚在东山，生孩子在东山，爱在东
山。 营造一种宁静、温馨、唯美的半商半
居的生活，是我的心愿。 最近我办了一个
老东山旧物展， 有不少古董宝贝是从邻
居家搬来的。 我在这里一边创业一边生
活，在这个空间里，有来自全球各地的朋
友，东山文化天生是中西合璧的，每个人
来到这里，我都跟他们说东山的故事。

●刘家亮（佳音琴行主理人）：我们在
东山开琴行 30 年了，琴行是街坊邻居喜
欢去的地方， 年轻的父母经常带着孩子
来敲下键盘，拍拍鼓面，人生是需要美妙
的声音和节奏的。 琴行有个邻居是意大
利人， 他和中国媳妇常带着孩子来这里
上课，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交融，汇入了
琴声中。 我们办过岭南古琴与西洋钢琴
的合奏会。 除了音乐，这里还有绘画、剪
纸、茶道等，大家找到了慢生活。

●雷鸣夏（老东山人，出版 《珍藏东
山》一书）：东山旅游可以开辟历史事件
径、名人径、教育径、社区老洋房径等，可
以考虑选择一栋典型的东山老洋楼，打
造“东山人家”的东山博物馆。

各方声音

2019 年 11 月 29 日， “亚洲都市
景观奖”颁奖礼现场上，越秀区代表从
联合国人居署亚太办事处主任是泽优
先生，亚洲景观设计学会名誉会长、亚
洲都市景观奖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佐
藤优先生手中，接过了奖状。

奖项评委会对项目给予了高度
评价：“广州市越秀区围绕新河浦历
史文化街区 ，通过历史建筑保护 、人
居环境提升 、文化艺术植入 、社区共
享共治等方式进行持续的复兴 ，体

现了与环境和谐共生 、 尊重区域历
史与文化 ，具有安全方便 、可持续性
及高度艺术性 ， 并对街区发展做出
巨大贡献 ， 为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城
市更新和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
实践案例！ ”

据了解，“亚洲都市景观奖” 是由
联合国人居署亚太办事处、 亚洲人居
环境协会、福冈亚洲都市研究所、亚洲
景观设计学会四家国际机构于 2010
年共同创设。

10 年来，先后有来自中国、日本、
韩国、印度、新加坡等 18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23 个城市或项目获得当年度奖
项称号”。该奖是打造人文景观营造领
域最高荣誉。

今年，“亚洲都市景观奖” 影响更
加广泛， 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69
个项目报名评选，经过区域的初审、复
审及亚洲都市景观奖评审委员会的终
审，最终有 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 个项
目脱颖而出并获得殊荣。

近百项目参选 越秀区收获肯定与荣誉

越秀区代表向大会组委会表示衷
心的感谢，并在致辞中介绍了“广州东
山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复兴工程”是
越秀区“东山印象”品牌建设项目的阶
段性成果， 是历史街区保护活化工作
的成就。 此次获奖，既是对品牌建设项
目的肯定，也将鼓励越秀区坚持不懈地
把历史街区保护好、活化好、传承好。

2000 年，新河浦被列入广州市首
批“历史文化保护区”，2006 年编制完

成 《新河浦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
划》，2008 年“新河浦历史文化保护区
保护项目”荣获世界大都市奖第二名。
10 多年间，越秀区政府相继完成新河
浦涌社区综合整治工程 （共三期），以
“活态保护，多规合一；文旅融合，有机
更新；产业集聚，街区共享”为原则进
行新河浦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活化。 “复
兴工程”以强化顶层规划设计、建设街
区旅游导览标识系统、 保育文物和历

史建筑、创建优质人居环境、激活街区
特色文化资源、 实现政府与居民共治
的管理模式为申报项目成果。

未来，越秀区将围绕新河浦街区：
做好街区整体规划保护，打造“艺术生
活品质社区”品牌形象；推进街区产业
融合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生活圈”样板区；实现街区环境品质提
升，建成“老城市新活力”创新发展示
范区。

建成“老城市 新活力”创新发展示范区复兴工程

东山新河浦地区是广州近现代史的
重要载体,它有 490 多栋百年小洋楼，其
中有不少是名人故居， 中国近现代的一
些著名事件都在这里发生。 它有五大名
园，体现着华侨文化；它还有中共“三大”
会址等建筑，是红色文化的代表；七中、
培正百年名校则体现着教育文化。

规划引领是关键！ 越秀区商务局
局长罗芸说，在越秀区发布的《东山新
河浦全域旅游文化体验街区品质提升

计划》中，提出走一条守正出彩出新的
创新路径，不腾挪、不大拆大建，避免
过度商业化的项目开发，强调“整体氛
围安静、 内部院落精致、 体验活动优
雅”的氛围，文商旅共生，以沉浸式的
方法活化打造成国际化的 “艺术生活
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宜居宜业
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样板区，引领越秀
在全国特色街区建设方面走在前列。

据介绍， 越秀区盘活新河浦项目

有三大特点，一是“微更新”，通过克制
且精细化的改造， 使新河浦延续了高
品质的人居空间环境； 二是激活街区
特色文化资源，构筑文化艺术高地，让
这里坐落着别墅群、教堂、青旅、民宿、
小型会所、画廊、轻餐饮、咖啡厅、创意
工作室等；三是“共建共治共享”社区
治理，提升居民幸福感。如东山街新河
浦社区的居民互助会， 就解决了停车
难、噪音污染等难题。

用“绣花功夫”营造历史街区的美好生活越秀经验

■粤剧活动在民宿里举行。

■新河浦的特
色文艺小店。

通讯员供图

■宜居宜业宜游的沉浸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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