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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 更 新 ，才 能“ 更
新”——更加新活。

回望广州十年城市更
新史可见，十年前的“旧改”
二字，已被更换成“城市更
新”四字。这不是简单的字
数增多，“更新”所承载的内
涵与意义更丰富、更重大，
要落实的理念也更具前瞻
性、更体现当代中国当代广
州的人本价值。

距离 2018年 10月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明确
广州要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和“四个出新出彩”近两周
年之际，9月22日，广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宏伟接受了羊
城晚报记者专访。

在王宏伟看来，城市
更新是广州高质量发展的
助推器，是广州加快形成
新发展格局的法宝之一，
将会让广州永远保持活
力。而所有的城市更新建
设，目标都是让居住在这
座城里的人民能感受到城
市的品质、城市的温度，获
得在这座城市里的归属感
与幸福感，同时齐心协力
把它建设得更美好。

这一轮城市更新，广
州“政府领衔、大师设计、
民众参与”的特色之路正
走得更加坚定、气势如虹。

大手笔产业导入
微改造升级幸福

时光倒退到2016年8月，记者走访黄埔大道鱼珠一带
时，下车的那个公交站站名是木材厂站：车站后方至珠江
边的空地都是鱼珠木材市场，红火的交易场景，让人难以
联想到日后的巨变。

2020年9月，记者重访当年的木材厂站地块时发现这
里已经大变：木材厂站已更名为黄埔大道东站；多栋直插
云霄的写字楼已取代当年的木材市场，写字楼楼群有个很
现代的名字——保利鱼珠港。

“木材市场变写字楼，最大的变化是业态和产值提
升。”保利鱼珠港销售人员刘德泽告诉记者，相比改造前单
一的木材加工销售，改造后的保利鱼珠港已吸引国家电
投、拉卡拉、广东管网等企业进驻。如果没有保利鱼珠港
的开发更新，相信这些企业不会选择落户于此。

“这个项目与我们企业发展战略吻合。”计划今年年底
全面进驻保利鱼珠港的广东管网行政管理部总经理朱国
浩表示。据悉，该企业在2018年决策建设具有人工智能
管理、可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全省天然气管网调度控制
中心，通过市场调查，发现保利鱼珠港位置好，“广州整体
发展向东，保利鱼珠港的写字楼硬件设施可满足调度控制
中心设置条件，写字楼下方已通地铁，周边有住房和商场
等设施，员工生活工作、客户拜访都很方便。”朱国浩认为，
城市更新提升了保利鱼珠港周边城市风貌，生活和工作环
境变好增强了员工的获得感，最终为城市增添活力。

作为广州城市更新的“主战场”之一，黄埔鱼珠片区已
被规划为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的一部分，有望
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企业落户于此，进一步强大该区域
的经济水平。

这一轮广州城市更新，将摒
弃“一刀切”式的全面改造和不切
实际的“大干快上”，王宏伟强
调，“城市更新并不是新一轮的房
地产运动”。

城市更新作为广州高质量发

展的助推器，便要承担起为广州
经济“造血”的功能。强化在更新
过程中的产业导入，是这一轮城
市更新又一大特点。

通过更新改造，政府可以优
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导入。在
落地方面，广州市、各区都会就改
造片区先作相应的产业规划，圈
定产业引入方向，就不同圈层城
市更新单元的产业建设量占总建
设量的最低比例也会有相应的要
求，这是广州市乃至全国首次针
对城市更新提出这样的比例要
求。这一轮更新，广州要实现的
就是改变单纯依赖房地产开发的
模式，通过政府主导实现产城融
合和职住平衡，让城市获得更强
的可持续发展动能。

要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新过程
中也需要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体现
人文关怀，这样的细致与温度，在
过去旧改中较难体现。据介绍，在

成片连片更新的项目里，将会高标
准配置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
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协同推进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更值得一提的是，
考虑到低收入人群和“新市民”的
住房需求，更新项目里会统筹配建
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以及
人才公寓，合理配置小面积市场化
租赁住房，打造高品质、宜居宜业
的生活、生产、生态空间。“这就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
心、人民城市为人民’，广州这座城
市是很有温度的。”王宏伟说。

据悉，此轮更新也会盘活旧
有公房、旧房等资源，以解决公共
服务人员的居住问题，如广州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直接管理的市
本级政策性住房中，环卫工人、公
交司机、医生、教师等城市基本公
共服务从业人员已入住的住房共
7221套，其中公租房共7041套，
直管公房共180套。

9月18日，星期五傍晚，距离
永庆坊牌坊约 50米的归觅民宿
内，从增城到此游玩的刘小姐刚
办理完入住手续正要往外走，她
告诉记者，这次带着妈妈一起来
永庆坊游玩，“特意过来住一晚，
明天好好玩”。民宿的大堂，是
一间小酒吧，里面竹子的设计元
素吸引眼球，店长姜姐说，这可
是广州著名设计师何永明先生亲

自设计，讲究的是自然纯真的体
验，“旺季的时候，客人络绎不
绝”。

阳光打在民宿靠永庆坊巷子
的橱窗上，窗内，游客们相谈甚
欢；窗上，则有不断移动的游客
身影，又是游人众多的一天。

在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研究
院设计部部长梁伟看来，永庆坊
的设计亮点之一，就是在业态的

活化上，“通过有机更新衔接传
统与现代的城市风貌，植入现代
业态、激活街区活力。永庆坊得
以从‘居住功能为主+少量低端
商业’升级为‘居住功能+文化创
意复合功能’的活力街区”。

与业态升级相匹配的是改造
技术，梁伟说，为了营造多功能
空间层次，设计师将部分平屋顶
改成了坡屋顶；注重采光，部分

商业建筑增设外凸窗和阳台围
栏；当然，房屋结构加固必不可
少，同时对内部间隔重新调整设
计，活化成为多样的展厅空间。

丰富的业态和特色的建筑，
让永庆坊变得人气旺盛。永庆一
巷、二巷，石板路上、琉璃窗下、
趟栊门前，总少不了市民游客拍
照打卡的身影，就连原住民家里
的猫，也成了游客们惊喜所在。

广州的城市更新改造，有全面整片改造、混合改造
和微改造三种。整片改造中，产业导入是此轮更新政府
最强调的一大方面，可谓大手笔；相对来说，对老旧小区
的微改造体现的则是精雕细琢的绣花功夫。无论哪种
改造，在扩大内需、建立内循环、重塑各项价值及提升居
民幸福感等方面，两者都异曲同工。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实地走访了专业市场蝶变而成
的保利鱼珠港及微改造后的海珠区兰蕙园，感受新一轮
更新的力量。

新时期广州的发展，已不可
能像过去那样依靠增加土地资源
进行快速扩张，城市发展方式要
转型，就要进行探索。新时期下
的城市更新，首先要有认知与理
念的更新。

用顶层设计的角度强调城市
更新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径，以城市更新作为推动力，提升
城市的文化价值、生活条件及环
境风貌等，充分释放发展潜力，实
现新旧功能转换，从而保持并提
高城市的竞争力，以实现可持续
性发展，这是广州新一轮城市更
新的“粤改经验”所在。

顶层设计，是为大局观，以往
旧改过程中的“个体作战”，都将
被更具宏观视野的大局设计所替
代。广州这一轮城市更新与过往
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规划引领、
计划统筹。

规划引领，即通过摸清存量
资源底数，总体谋划改造目标，在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引下，推进
连片策划和成片规划，灵活采取
修复与活化利用、城市有机更新、
全面改造、混合改造和微改造等
多种方式，分地区、分类别、分时
序进行全域更新。通过系统谋划
制定三年实施计划、五年行动方

案和十年改造规划，循序渐进地
有效落实城市高质量发展战略和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不难看出，以往旧改“自下而
上”的推进方式，正在被现在的“自
上而下按蓝图推进”的更新方式所
替代。“这样一来，即便项目涉及多
个政府部门，但因为在同一张蓝图
下，各自发力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工作就能有序协调开展。比如一
个旧村的整片改造，我们能统筹学
校、医院等布局在哪里，若像以往
单点考虑，就难保这些配套能长远
运营，这就是统筹整片改造的利好
之一。”王宏伟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
人民建”的理念，在广州这一轮城市
更新中得到切实体现。以往的旧改，
或许只是集体的一声令下就启动，但
现在不是。从多个更新项目实践可
见，现在广州营造的是“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村民、居民
成为参与者，积极为更新项目发声，
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在大型更新项目中，依照的是
民生先行的原则，需先行配建复建
安置房、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
施，促进城市更新领域社会关系和
谐，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在微改造的项目中，市民可以
就社区更新内容进行菜单式的选
择，居民需要什么、想要改造什么，
政府就做什么。

天河区东成花苑是民众参与的
微改造项目之一。该项目首先做到
了共商共谋，由职能部门组织居委
会、居民成立项目建管委、业主委员
会等小区自治自管组织，广泛征询居
民改造意愿，明确“改什么”“怎么
改”，并通过居民共同商议、共同表
决的方式，使改造方案接地气、切民
生；建成后坚持共治共享，因地制宜
采取专业化物业管理或业主自我管
理等模式，形成一次改造、长期保持
的管理机制。这一轮的老旧小区更
新改造，已不仅是单纯的物理空间改
造，更重要的是通过民生民心工程，
强调党建引领，让党员带动更多老百
姓参与其中，这是个从内到外的变
化。

城市的人民，人民的城市。广州
的城市更新，更新的将不仅仅是建
筑、环境，更新的还是民心，与政府
一起、为更美好的城市和生活共同奋
斗的羊城干劲。

喜欢游走的达人说，北京有南锣鼓巷，成都有宽窄巷子，广
州则有永庆坊。

在很多普通游客眼里，全新微改造后的永庆坊，整洁美观、
古今融汇，成为超级网红打卡点。但在更多街坊和专业人士眼
中，焕新的永庆坊，活化的不仅是建筑与居住环境，更有广州的
传统文化，让更多人能更接近粤剧、亲近西关大屋，这也是活化
永庆坊的精髓所在。

广州永庆坊：绣花功夫 活了建筑也活了文化

记者走访当天，现居天河区
70多岁的梁姨又来到永庆坊的
銮舆堂“唱两嗓子”。梁姨说，因
为喜欢粤剧，自己每周都和朋友
一起来两三次。

走进永庆二巷，游人们会发
现两只威武的铜制狮子坐守着一

个门口，向上望可见“粤剧銮舆
堂”五字，看守门户的“义工”阿
姨说，銮舆堂是八和会馆下的粤
剧武打行，房子就是原来的房子，
不过内部已经重新装修，“每天这
里都会举办堂会，都是粤剧爱好
者自行组织的活动。永庆坊微改

造后，游客多了很多，更多人知道
銮舆堂了，在游客多的时候，我就
是临时导游，和游客说说粤剧及
銮舆堂的故事”。

“永庆坊在改造中，也加强了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育，銮舆堂、李
小龙故居、民国大宅等历史建筑经

微改造修缮后，活化成为多用途的
文化展览及活动空间，这些保育措
施在设计界的口碑都很好。”梁伟
说，改造完的永庆坊，“热闹商业+
文化活动+日常生活”无缝衔接，真
正体现出具有广州传统街坊味道
的老城市新活力。

让业态更丰富 融合居住文创复合功能

让更多人亲近 保育活化历史文化资源

本质之新：
要经济效益也要人文关怀 更新不是房地产运动

路径之变：
既发挥“自下而上”的市场参与动力 又加强“自上而下”的政府统筹力度 角色之新：

“三共”举措
增强居民参与感幸福感获得感

昔日木材市场
今日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

9月18日下午4时40分，广州海珠区骤雨初歇，徐阿
姨从外面办事刚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兰蕙园，遇上邻
居带着放学的孙女回家，便停下来聊了几句。看见记者对
着大树下的健身器材和小区环境拍照，徐阿姨主动过来和
记者说：“你们也觉得这里很好看吧？因为这里改造过。”
对于像记者这样的拍照者，徐阿姨已经习惯地当起了临时
导游。

暴雨后的兰蕙园，有大自然清新的气息，这里有很多大
树，楼宇墙体整饬一新，重新铺过地砖的地面非常整洁，连排
水道看着都很新。小区中心有挨着大树而建的休息亭，徐阿
姨说平时邻居们会三三两两在这里共话家常；一个升级改造
后的大舞台，可以举办各种活动。向记者介绍小区情况的时
候，徐阿姨流露着满满的欢喜：“小区整洁、美观、舒适，连一
楼的外阳台都统一设计过，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据介绍，兰蕙园小区原为广州市第一棉纺织厂的单位
用房，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建成。改造前，房屋
外观残旧、三线凌乱、排污管经常堵塞、路面凹凸不平影响
街坊们走路；微改造后小区慢慢变美，业主居住幸福感不
断提升。

这还是一个公众参与的代表作。小区所在的素社街成
立了微改造建设委员会，通过张贴宣传资料、走访、群众座
谈会等多种方式收集居民意见建议500余条，并提炼出48
条建议为微改造设计提供参考。改造后，建设委员会依旧
发挥着作用，街坊们积极负责照看小区内的花草，监督不
文明行为，共同维护着社区的好环境。

超30年区龄
居民同创老小区微改造新生活

永庆坊改造后 项目供图

设计力
量 老小区微改造后小朋友的活动场所更加开阔

拍摄地：兰蕙园 徐炜伦 摄

不少游客爱到永庆坊打卡 梁怿韬 摄

永庆坊改造前 项目供图

永庆坊与粤剧博物馆 梁怿韬 摄

保利鱼珠港改造前 项目供图

改造后保利鱼珠港航拍 梁怿韬 摄

永庆坊和粤剧博物馆俯拍 梁怿韬 摄

永庆坊夜景 梁怿韬 摄

人民的城市，要温情要美丽，更要源源活力——

广州城市更新：
顶层设计统筹规划
为人民为城市出彩而来

实地探
访

本报专
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