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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我们在
豪贤路中部的一
栋小楼里办公，后
来到了豪贤路东
面，现在办公地点
又到了豪贤路的
西面，我从开始工
作至今都围绕着
这条豪贤路。”用

脚步丈量城市、用热忱服务大湾区的骆建云，
如今是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董事长。他所在的这条独具特色的豪贤
路，不仅记录着骆建云的成长经历，也记录着
广州城市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过去旧城改造
中留下的见缝插针的历史印记。

广州的城市更新始于 2009 年的“三旧”
改造，而社区与街区更新成为广州旧城更新
的核心内容。在骆建云看来，旧城更新是一
项非常强调系统性和统筹性的工作，目标是
创造高质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生活，把
能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精英人才和企业吸
引回归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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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人们永恒的话题，
随着近年来社会各种因素的变
化，人们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
多。因各类居家活动时间的增
多，“健康住宅”的理念也愈发普
及，人们逐渐开始关注他们的居
住环境是否舒适健康。

当寻求改善住宅健康时，是
否只是简单地定义为入门消毒、
更衣洗漱？“健康住宅”的设计有
何讲究？本期《人居大咖谈》，两
位资深设计师向羊城晚报记者分
享“健康住宅”解决方案，传递美
好生活理念。

具有千年文化底蕴的广
州，自 2000 年起开始摆脱老
城区的制约向外拓展，拉开了
城市格局，但中心老城区也急
需解决发展面临的问题。在
骆建云看来，补短板就是旧城
渐进更新过程中很重要的内
容，也就是要先解决大家的民
生需求。从 2016 年开始老旧
小区改造，一直到今天仍在如
火如荼向更高标准、更美好目
标推进，“我认为这件事是广
州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
一个很重要的体现。”骆建云
说，他们希望通过不断推进的
老旧小区改造，能创新社会治
理能力，能构建起社区居民的
社会共同体意识，进而促进自
主方式下的自我更新。

在泮塘五约的更新改造
中，该院是设计单位之一。“我
们在 2019 年完成更新的工程
后，社区居民和商铺经营者在
随后自主进行了二次更新（例
如对自己店铺周边微环境进
行再美化等），通过产业培育
和业态导入使得社区焕发出
一种发自内心的新活力。这
就是由居民、商户以及管理部
门形成良性互动、相互支持的
社区共同体。”

骆建云说，街区的更新改
造并不是某个独立的项目就能
囊括其意义，而更多的是呈现
出系统性、统筹性的工作。

既然城市更新是一个系
统工程，就要求改造者要具有
较高的视野和较广泛的认知，
要有跨专业的能力和探索创
新的精神。“因此，我认为城市
更新最核心的是推动这项工
作前进的政策与机制的创新
以及各方面事务的整合与统
筹，这不仅仅只是规划或设计
的技术工作，而是在这样系
统、统筹下，去构建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可以收集整理各种
问题，与各方去沟通，协调平
衡各种需求，建立共识，保障
公共利益，最终寻求大家共同
认可的更新解决方式。”

城市更新最终、最根本的
目的，就是如何完善人与环
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骆建
云说，希望“老广”和“新广州
人”在这个城市里都能体会到
温暖，都能拥有生活在这个城
市里的自豪和尊严，“粤住粤
美好”。

6月27日下午，越秀区旧南海县社区惠
吉西牌坊门口的甜品店。

“今日吃点什么？还是牛三星、双份？”
见老顾客辉伯走近，业记甜品店收银员一
边熟悉地问，一边准备为他打印订单。

“得，今日继续双份。”辉伯一边看招
牌，一边回答。

斗转星移，一碗一碗的糖水，甜了街坊
心田的同时，也见证了旧南海县社区的旧
貌换新颜。

“以前这里只是一条路，牌坊是在亚运
期间修建起来的。前几年这里改造，将道
路修得更加平整且好看。”业记甜品店员
说。他们这间店在惠吉西的经营已历经三
代，随着惠吉西“小资”“格调”“文艺”等网
红标签的出现，他们的顾客除了原有的街
坊之外，还多了不少游客。

街坊萍姨说，以前这里有人行道和车行
道，有落差，孩子和老人走路不太方便，现
在这条路变得很平整，有些有高低的台阶
还加了无障碍处理，这让街坊们走在路上
比较安全和方便。同时，原来社区里的一
些“形式化”的空间也被改造利用了，原有
的小广场也被重新设计打造成了方便居民
活动的小口袋公园，甚至幼儿园都把有些
活动搬到那里举办，老人们也喜欢到广场
里活动，大家觉得这里焕然一新。

商业业态在此也得到提升，以往这里喧
闹的商店，变成了现在清雅的小酒吧、咖啡
馆、文化馆、设计师工作室等，惠吉西因此
变得更加有人文气息。曾在这里经营咖啡
生意的许小姐，当年为了配合改造工程施
工而暂时搬离，但工程完工后再回来时，原
房东并未与她续租，“也能理解，惠吉西更
新后，店铺和房子的价值都更高了。”

“其实这里很多改造点不是居民自己提
的，而是我们对居民的行为观察分析而
来。我们的街道，不管是商业型还是居住
型，都离不开日常的生活，这使得我们在实
施更新的时候既要提升它的经济活力，使
得街区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更要让生活
于此的居民生活品质也同步得到提升。”参
与改造的广州市城市更新规划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董事长骆建云说。 （陈玉霞）

专访广州城更规划设计研究院骆建云——

涉及千家万户，涉及生
活万种，实施社区与街区的
旧城更新工作，其实并非容
易之事。骆建云说，最开始
的时候居民会有反对或不
配合的声音，这也不难理
解，比如在居民家门口开挖
管道会影响他们的出行。
但经过这些年持续的推进
和不断取得的成效，让越
来越多的居民认可、信任
和支持社区更新的工作，
现在街坊们都积极主动希
望他们的小区能纳入更新
改造，“我觉得这是广州城
市更新工作非常重要的积
极转变。”

居民对社区与街区更
新的接受度和参与度在提
高，是哪些原因使然？

骆建云坦言，对于广州
的社区与街区改造，单纯的
景观美化工作，无法真正解
决“我生活的社区”所面临
的问题。“这就促使我们在
开展老旧小区微改造的时
候，要去研究应该如何展开
工作、要解决社区里的什么
问题。”骆建云说，在面对每
一个老旧小区项目时，他们

都会与居民面对面收集居
民最关心的问题，例如道路
破损、小区出行难、市政基
础设施落后、管网老化、消
防设施缺失、楼梯破旧等这
些民生的问题。

为此，广州制度先行，
以居民的需求为导向，出台
了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机
制与实施流程，尤其是制定
了包含补生活短板、保基本
民生和提升环境品质以及
小区管养治理等内容的分
层级、分类别的技术标准，
这在全国算是比较早的，引
起了省内外很多城市的关
注和学习，广州也因此成为
住建部老旧小区改造的试
点城市。“我们和居民沟通
的时候，把改造标准都列出
来，他们就更理解、也更愿
意支持配合。”

骆建云表示，目前他们
还在做进一步的探索，希
望能促进居民自愿、自发、
自主来进行改造，居民自
愿出资改造并共享改造后
的成效，这样才能让居民
更 加 珍 惜 和 维 护 改 造 成
果。

系统统筹街区更新：
共治社区 共享美好

在怎样的房子里，才能让人 又 ？

羊城晚报：近年来，住
宅流行的入门玄关处带洗
漱消毒区以及三段式卫生
间的设计，您怎么看？

梁光华：以前的玄关
讲究遮蔽隐私，现在的玄
关更多要求视野开阔，让
人进屋的时候有一个豁然
开朗的感觉。以功能性来
说，现在的玄关设计在有
条件的情况下，功能会更
加细化，传统的设计是做
个鞋柜，而现在更多的业
主会选择设计一个坐着换
鞋的地方，或在墙面做翻
凳的设计，不阻碍出入。

玄关还是一个区分
脏、净区域的重要空间，我
们会建议在玄关鞋柜的中
段放置一些消毒物品，哪
怕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域，
这是在外归家保证清洁的
第一道防线。而第二道防
线是家里的公共卫生间，
这是一个“过渡性空间”，
可以更衣洗漱，因此卫生

间的“健康”设计也很重
要，可以设计一些防霉、杀
菌的设施，比如带杀菌作
用的灯具、让毛巾尽快干
爽的电热毛巾架、地漏和
管道特殊处理等。

何永明：我是比较认
可入门玄关处带洗漱消毒
区的，以往很多家庭在设
置玄关时流于形式主义，
往往只放一个屏风或一张
小桌子，而现在的玄关则
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玄
关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中
转站”或“灰空间”，可以从
室外过渡到室内，达到室
内外相融的目的。现在有
很多户型会利用过道做一
个收纳空间当作玄关，假
如未来能在入门后设计出
一个单独的储物间，可以
实现摆放衣帽、换鞋甚至
洗漱，真正满足从室外过
渡到室内的卫生需求，我
认为会更加健康。

三段式设计的卫生间

是指将洗漱、淋浴、如厕三
个区域有效分离开来，三
个空间的使用互不干扰，
这种设计会使整个家庭的
运作更加高效和卫生。现
在有很多三段式设计的卫
生间是进去后有一个开放
式的洗漱区，然后再进门
到如厕空间和用玻璃门隔
开的淋浴空间，这样其实
无法完全解决气味的问
题，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
三段式。在面积和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建议可以设
计完全的三段式，即洗漱、
淋浴、如厕三个区域都有
独立的门口。

羊城晚报：您心中的健
康房子，需具备哪些性能？

何永明：首先要通风，我
们地处南方，最好就是南北
对流；其次是采光，光线是
调节家庭氛围的重要环节，
还可以有一些绿化的点缀，
对整个家庭的健康感受起到
画龙点睛的作用。

梁光华：为了实现更好
地通风，我们建议除窗户以
外，还可以在门下功夫，比
如我们会建议业主在门顶做
一个可开闭的气窗，在保障
隐私的同时还能实现屋内空
气对流。

另外，我觉得阳台也应

该被充分利用起来，对我们
去呼吸自然空气、接触阳光
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区间，
尽管很多小区都有自己的绿
化园林设计，但家里的休闲
阳台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空
间，有足够光线的阳台对日
常的晒晾能起到杀菌作用，
还可以种植花草有助于身心
健康。

与 此 同 时 ，新 风 系 统
的设置要重视进风口的朝
向，扫地机器人、远程遥控
窗帘、显示健康指数和衣
着建议系统等智能健康家
居产品也能为“健康住宅”
加分。

羊城晚报：随着居家时
间的增多，客厅的功能逐渐
宽泛，如何设计客厅使其满
足多功能需求？

何永明：一个家与一
个城市是一样的，一个空
间 主 要 是 分 为“ 动 ”与

“静”的关系，“动”是指城
市的公园、中央广场，对
应的就是家里的客厅、餐
厅这些开放的区域，开放
的区域就要尽量做得够
宽阔、够通风、够采光，要
适当亮一些，能实现视线
的延伸。“静”是指卧室、
休息的地方，就要相对私
密，适宜暗一些，空间小
一些也没关系。

有一种说法是可以根

据家庭人员活动“密点”
进行设计场景的作用，

“密点”即活动时间较长
的空间，一个家庭里所有
人共同活动时间最多的
空间就在客厅。

以我们帮保利设计的
一个120平方米三房住宅
样板间为例，我们将与客
厅相连的书房墙面打通，
整个客厅变成了 5.8 米大
开间，客厅不再逼仄，连
接客厅与书房的阳台进
光量显著增多，升高地台
设计打造了开放式亲子
读书区，120 平方米可以
住出大平层的豪华感。

梁光华：我认为，如
今客厅的会客功能已经

发生了演变，以往的人们
有串门拜访的习惯，现在
人们更习惯于约出去见
面，朋友上门的次数少
了，因此客厅对于家庭内
部活动的意义和功能更多
了。我认为客厅可以是一
个宽阔的空间，方便居家
办公或亲子互动，同时，现
在长条、矩形的多功能桌
子更加流行，可以顺应茶
文化的流行，也可以用于
孩子堆积木等娱乐。

另外，不仅是客厅，
屋内各空间的设计要尽
可能符合家庭人员结构
的变化，对于老人要多一
些适老化设计，对于孩子
则首要考虑安全。

羊城晚报：设计科学的房
子，对健康居住有哪些意义？

梁光华：一间房子的布局
对身体、心灵都会带来影响，阳
光充沛、视野开阔的房子会让
居住者心情舒畅，昏暗、逼仄的
房子会让人的心情压抑，产生
负面情绪，因此就不愿意留在
家里。因此除了符合社会现实
的一些生理健康设计理念以
外，心理健康的建设同样重
要。若是展开来说，颜色的搭
配、灯光的设置、自然元素的加
入，都能提高健康居住的水平。

何永明：我们常说好房子
要达到“人居合一”的境界，这
就要求这间房子无论是动线、
功能还是美感，所有的设计都
要符合居住者的生活习惯。健
康的管理有两个维度，除了基
本的身体健康，还有情绪的健
康，我认为后者的重要性不亚
于前者，家是养心安神的地
方，设计就是要让人在家里住
得舒适、住得健康。同时，家
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细胞健
康了，整个社会机体才会健康
发展。

旧南海县社区：
老有所乐，少有玩伴

城市更新强调系统统筹
创新机制很重要 居民共治共建也重要

从不断的更新中积累经验
外表更新重要，“内里”更新更重要

住 舒适 健康
告别逼仄、告别昏暗......

合理利用“中转站”“过渡区”空间

除采光和通风外，还有
更多“健康住宅”的加分项

根据活动“密点”设计场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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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重视情绪健康，不亚于生理健康

门顶可开闭窗设计，可实现
屋内空气流通 嘉华设计供图

站在玄关位置，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 嘉华设计供图

将书房建筑墙打通后将书房建筑墙打通后，，客厅活动空间宽阔了不少客厅活动空间宽阔了不少 道胜设计供图道胜设计供图

玄关处可悬挂衣帽和坐下换鞋
道胜设计供图

旧南海县社区改造后增加了无障碍设计 陈玉霞 摄更新改造的一砖一瓦都涉及居民的舒适感、幸福感 陈玉霞 摄
社区微改造后商业业态提升，

音乐重新玩起来 陈玉霞 摄

◀老城的社区街区改造是
广州旧城更新的核心内容

广 州 市 城 市 更 新 规
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事长骆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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