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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林立的大城市里，电梯在
给大家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安
全隐患。截至目前，我国在册电
梯高达 786.55 万台，其中广东省
在册电梯 91.13 万台，占全国的
11.58%。保障电梯安全的重要
性更加凸显。省政协委员聂

竹青在今年省两会上提案
建议构建“三无”电梯整

治长效机制、加大对
破坏电梯设施和

违 规 操 作 使
用电梯

的处罚力度。日前，省市场监督局
联合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多部门
联合答复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组
织推动有条件的城市加快推进智
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
将其与“数字住房（粤 安 居）”
一体化平台建设对接；继续
优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
用流程，规范维修资金的
使用和管理，加大对
老旧电梯监管和
维护保养的督
促力度。

拥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广州，一街
一巷，一砖一瓦间，都流淌着人们对这座
城市的记忆。历史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厚
重的积淀，同时也为城市焕发青春活力
积累了沃土。今日起，《羊城晚报》推出
“活力广州 老城出新”系列报道，从城市
微改造、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方面，展
现广州的青春魅力。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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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功夫活化传统街区
“非遗”传播从线下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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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记者了解到，广州非遗街区（永庆
坊）以“多方合作共建”的模式进行建
设和运营，政府以资金补助的方式进
行扶持，永庆坊运营方在场地租金上
给予优惠并做好相应配套，非遗企业
则自行承担政府补助后的剩余支出及
内部装修等费用，并履行传承、创新等
方面的承诺。

目前，有广彩、广绣、珐琅、骨雕等
具备较强创新意识和市场运营能力的
项目进驻这里，建立了11间集展销、
体验、交流、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非遗
大师工作室。

非遗街区的开办，拉近了传统文
化和都市生活的距离，让更多人有机
会亲身体验非遗魅力。广东醒狮省级
代表传承人赵伟斌说：“两年来，进入

我们赵家狮非遗馆的游客超过 30万
人次，其中外国游客有1000多人次，
涉及五大洲十三个国家。这是我们之
前完全没有想到的。”

广州非遗街区（北京路）不仅打造
线下街区，更是开辟了线上的“疆
土”。在今年广州非遗街区（北京路）
开街当天，元宇宙非遗街区同步上
线。越秀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前期，他们联合中国联通广州分公
司，经多次研讨，最终选取广彩、广
绣、广州榄雕、广州箫笛制作技艺、通
草画绘制技艺、象牙微雕、岭南古琴
艺术、西关打铜等广府非遗代表性项
目的精品进行3D数字建模，结合5G
云计算、AR/VR等技术，高精度全方
位地展示产品细节，带领大众领略非

遗工艺的精妙之处，以科技连接现代
生活。

越秀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
长何愿飞在开街仪式上提到：“让文物
活起来，将非遗用起来，让市民最大限
度地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中，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未来广州非遗街区怎么规划？据
透露，广州非遗街区（北京路）二期建
设中将开放二、三楼区域，增加非遗剧
场、大师工作室、非遗普及教育研学、
沙龙书吧、休闲娱乐、文创商店等功
能，以“一区多点双循环”为活化路径，
通过巡回展演的方式，串连街区骑楼
群和周边历史文化旅游景点，开放多
元非遗活态展演展示、数字多媒体体
验，打造集非遗展示、传承人展演、数

字体验、互动打卡、文创消费等内容于
一体的非遗综合体验空间，建设成集
赏、游、购、娱于一体的粤港澳大湾区
非遗交流中心。

“线上街区也将在未来的建设中
提供数字化建模服务，携手众多非遗
企业和传承人，打造和发行属于自己
的数字藏品，让传统非遗符号融入Z
世代生活圈，为年轻艺术创作者、非遗
创作者带来更多展示机会，探索非遗
行业自我造血的新方向，并反哺非遗
研学等线下街区的活动。”越秀区相关
负责人如是表示。

从传统到现代，从线下到线上，珍
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新的模式，让
更多人知晓，传播的边界变得“无限
大”。

永庆坊所在的恩宁路浓缩了厚
重的传统广府风情。但是，曾经的永
庆坊，是一片破败的危房社区，公共
基础设施薄弱。近年来，永庆坊秉承

“修旧如旧、新旧融合”的微改造理
念，用“绣花”功夫对老旧建筑进行修
复活化，古老的永庆坊在新时代重获
新生。

永庆坊一期项目于 2016 年 9 月
完工并投入运营，永庆坊二期共分 8
个片区，截至目前，示范段、骑楼段、
滨河段、粤博西段（非遗街区）、粤博
东段已建成对外开放。金声段已完
成，吉祥段、多宝段正在施工中，将陆
续向公众开放。

在永庆坊的西端，一家袖珍雪
糕店吸引了大量游客打卡拍照。这
个铺位藏身于老骑楼之中，面积仅
3.8平方米，且无法通水，很多商业形
态 无 法 在 这 里 进 行 ，店 铺 一 度 空
置。在永庆坊相关部门的帮助下，

现任店主莫先生终于找到了合适的
业态：“我很认同永庆坊这样的微改
造思路。在保护好这栋老骑楼的前
提下，也给这个店面找到了最合适
的业态。”

永庆坊东侧，金声电影院的重建
与活化则是“老城市新活力”的最佳
写照。金声电影院始建于 1932 年，
经历风霜岁月后，一度只剩几面危
墙。政府、专家和项目团队对整个重
建方案反复打磨，最后实现了对历史
建筑原墙的完整保留。金声电影院
音乐演出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微改造后的永庆坊和金声电影院，
不失历史风貌和气质，又融入了新潮
元素，年轻人到这里欣赏音乐也有全
新的体验。”

细节之处见真章。永庆坊持续
以“绣花”功夫对一砖一瓦精雕细
琢。羊城晚报记者走访时看到，永
庆坊二期工程一根普通的石柱顶端

刚刚完工了一幅灰塑作品：几只色
彩斑斓的山鸡和麻雀穿梭于木棉花
之间，活灵活现。“我们引入广州灰
塑非遗传承大师，为街区新增灰塑
造型，在细节之处持续做微提升，凸
显整体的岭南文化氛围。”永庆坊相
关负责人表示。

广州非遗街区（北京路）所在的
中山四路，在 历 史 上 曾 是“ 惠 爱
路”的东段。民国后期，这条老街
逐步发展成为以商肆为主的骑楼
店铺。非遗街区所在的骑楼位于
北 京 路 文 化 旅 游 区 ，北 临 南 越 王
博物院（王宫展区）和城隍庙，西南
为 老 城 区 千 年 商 圈 ，与 北 京 路 商
圈交错成为老城区一条重要的城
市中轴线。

据越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骑
楼整饰改造中，他们结合历史文化街
区活化和文物合理利用，多次修改设
计方案，采用“绣花”“织补”等方式进

行微改造，“既保持现有道路格局肌
理和历史文化街区景观特征，与南越
王博物院的风貌相融，达到既尊重南
越王宫署遗址历史、又保护了骑楼的
目的。”

记者了解到，广州非遗街区（北
京路）项目共分两期建设。一期完成
首层约8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秉承

“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理念，
设置文创展示区、花市打卡区、非遗
IP形象互动区和元宇宙VR体验区。
通过展、演结合和 IP活化，不定期邀
请非遗传承人亲临开展活态展示活
动，为群众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在
街区设计上，相关部门通过查阅文
献、实地访谈等方式深入挖掘广府人
的行花街习俗，最终以越秀区国家级
代表性非遗项目春节（行花街）为核
心，采取创新的场景设计和体验模
式，打造“永不落幕的花市”，重构广
府人“行花街”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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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建议：构建“三无”
电梯整治长效机制 保障乘
坐电梯安全

主管部门答复：优化专
项维修资金使用 加大对老
旧电梯监督维保

从线下到线上，“非遗”的传播边界可以“无限大”

用“绣花”功夫对传统建筑进行修复活化

如何防范
电梯安全隐患？

省市场监管局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答复表
示，当前已经开展了关于保障电梯安全的系列工作。首
先是加快构建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2021年 2月，多
部门转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物业服
务企业加快发展线上线下生活服务的意见》，积极推动
电梯等设施设备管理智能化。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
对电梯等设施设备设置合理报警阈值，动态监测预警
情况，有效识别安全隐患，及时防范化解相关风险。

广东省早在 2015 年就发文规定，在电梯更新
改造中，维修资金主要用于运行时间超过 15 年的
老旧电梯的维修和更换；发生电梯故障等危及房
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需要使用维
修资金对老旧小区和电梯立即进行更新改造的，
可以不经过业主“双三分之二”表决同意，直接申
请使用维修资金。

2021 年 2 月，多部门转发《关于加强和改进
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建立紧急
维修事项清单，规范维修资金使用管理。因电梯
等紧急事项使用维修资金的，维修工程竣工后，
应当公开维修资金使用数额；同时，要求各地探索
利用维修资金购买电梯安全责任保险。加强物业
管理区域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印发《广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关于认真做好物业管理区域房屋使用安
全防范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按
照合同约定做好电梯安全管理工作，委托具备相应资
质的机构定期对电梯进行保养维护，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制定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大修有关政策，建立安全评
估机制，优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流程，畅通住宅维修

资金提取渠道，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造大修工作。

推动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优化
维修资金使用

联合答复也介绍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一是进一步
组织推动有条件的城市加快推进智慧物业管理服务平台
建设工作，将其与“数字住房（粤安居）”一体化平台建设
对接。二是继续优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流程，规范维
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加大对老旧电梯监管和维护保养的
督促力度。三是持续开展物业管理和房屋使用安全专项
整治，将物业管理区域内电梯安全使用和消防安全防范、
设施设备安全状况检查等作为专项整治的重要内容，要求
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开展专项整治过程中予
以重点落实。

省应急管理厅表示，接下来将坚决履行安全生产综合
监管职责，督促好市场监管、住建等相关部门切实落实电
梯安全行业监管职责，全力确保全省电梯等特种设备领域
安全稳定。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表示，接下来将加强电梯产
业相关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推动深化校企合作，加快培
养一批适应社会与企业需求的高素质电梯行业产业技能
人才；持续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鼓励各地开发电
梯维保相关领域培训评价项目；继续抓好质量专业人才职
称评审工作，完善评价办法，继续支持电梯维保专业技术
人员申报职称。

“电梯安全和消防安全都是
高层楼房的头等大事，比较于消
防安全而言，我们对电梯安全的
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聂竹青
建议构建“三无”电梯整治长效
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对“三无”电
梯进行严厉整改，明确电梯管理
的责任主体，完善电梯管理的健
康机制，不具备电梯管理、电梯
维保等条件的电梯应该进行拆
除。政府主管部门要定期巡检
区域内电梯管理情况，电梯管理
单位和管理责任要一一对应，依

靠基层单位、小区居民等各方面
的力量及时发现和查处“三无电
梯”，对于未经批准违规加装、改
装电梯的行为予以严厉禁止并
进行惩处。

他还建议加大对破坏电梯
设施和违规操作使用电梯的处
罚力度。他认为电梯属于公共
设施，所以电梯安全也属于公
共安全，恶意破坏电梯设施造
成潜在隐患，可能导致人命伤
亡，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应该加
大打击力度。“电梯的使用单位
和管理单位应该制定关于电梯

操作的规章制度，对于违规操
作使用电梯的行为进行惩处，
同时宣传引导正确使用电梯设
施。”

因为已经有多次电梯内电
动自行车爆炸起火事件发生，聂
竹青建议政府部门应该通过罚
款等手段禁止电动自行车等易
燃易爆物进入电梯。

此外，他还留意到了电梯管
养人员缺乏的问题，所以建议制
定政策培养电梯维保人员。同
时，他还建议把电梯安全综合保
险纳入强制险。

聂竹青列举了近年来发生
的一些不同类型的电梯事故。
比如，2021 年 5 月 23 日晚，广
东湛江一小区发生电梯事故，
电梯从 1 楼加速撞向 30 层顶
楼，事故导致 1 人身亡。2021
年 5 月 10 日，成都市一小区发
生电梯内电瓶车起火事故。事
故导致 5 人不同程度受伤，包
括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

聂竹青分析指出，这些事
故暴露了电梯安全存在的问题
隐患。一是存在“三无”电梯的
混乱现象。广东全省九十多万
台电梯，并不是每一台电梯都
能严格按照规范进行管理，其
中有不少无物业管理、无维保
单位、无维修资金的“三无”电

梯，这些电梯比较集中在老旧
小区、老旧商业大楼、偏远小城
市等等，“三无”电梯大多“超龄
服役”，没有定期维保，责任主
体不明确，安全隐患比较严
重。还有违规操作使用电梯的
现象。电梯作为机械本身存在
一定的故障率，不当操作会增
加发生故障的可能性。比如用
客用电梯托运货物、用异物卡
住轿门、暴力毁坏或狂按电梯
按键，把电动车等易燃易爆物
放入电梯等等，这些不当操作
都有可能造成电梯异常运行、
提前老化、磨损严重等情况。
此外，还存在电梯维保人员存
在需求缺口以及电梯安全保险
的投保率比较低的问题。

A 问题：“三无”电梯违规使用电梯现象频繁

B 建议：构建“三无”电梯整治长效机制

C 答复：
要求各地探索利用维修资金购买电

梯安全责任保险

月下旬，广州非遗街区（荔湾区永庆坊）迎来了它的两周岁生日。
2020年8月22日，位于恩宁路粤剧艺术博物馆西侧的广州非遗街区
（永庆坊）正式开市。两年时间里，广州非遗在这一“见人见物见生活”

的活态空间中展现、传承与创新。
在约5公里开外的广州非遗街区（越秀区北京路），也于今年6月12日正

式开街。同一天，元宇宙非遗街区同步上线，这也成为了全国首条实现线上
线下同步开放的非遗街区。

越秀区与荔湾区，两个见证广州城市变迁的街区，在传统骑楼的一呼一
吸间，以新的姿态，展示着广州这座城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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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庆坊表演的粤剧小子（资料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