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望展望 打通桥东片区文旅产业带
近年来，惠州积极“擦亮”历

史文化名城底色，建立城市历史
文化保护与传承体系，复兴桥东
桥西等历史街区及环西湖老城
区，打造文化多样、功能复合的
特色街区。

在今年2月举行的惠州市两
会上，如何激发老街区活力也成
为了热议话题。惠州市人大代表
秘海英建议，将特色商圈示范街
区中符合条件的内部市政道路改

造为步行街，通过设计优化街区
环境，打造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文
景观，建设文、商、旅三位一体的
示范性街区，提升购物体验度、
品牌聚集度，将一批特色街区打
造成惠州靓丽的城市商业名片。

作为特色文创园，桥东野岛
社区无疑为惠州的文旅版图平添
了一抹鲜活靓丽的色彩。需要指
出的是，桥东是古时的归善县府
驻地，如今更是依托丰富多元的

历史文化底蕴，成为惠州众多历
史文化资源的核心分布地带。

俯瞰桥东片区，野岛社区北
面东江，与东坡祠相邻，南临黄
家塘文创改造街，到水东街步行
仅十余分钟，地理位置十分优
越。随着苏东坡景区、水东街文
旅商综合体、东湖旅店等相继建
成迎客，桥东也逐渐成为全市文
化旅游的热门打卡地和文创魅力
街区，野岛社区作为桥东打造文

创魅力街区的一环，有望乘势而
上，迎来客流、配套等资源要素
的互通。

值得期待的是，野岛社区承
载的功能有别于东湖旅店、东
坡祠等游览性的项目，文创园
的定位更为灵活，可以通过结
合本地的历史文化，整合相应
资源举办特色交流体验活动，
填补传统文化传播在动态互动
层面的短板。

痛点痛点 入口隐蔽、停车难问题待解

目前，野岛社区的改造工程
与招商工作正在同步进行中，记
者看到，园区内有个别建筑处于
围蔽施工状态。随着入驻率趋于
饱和，通过持续性的运营吸引客
流，逐渐成为野岛社区项目的重
点工作之一。

事实上，自开园以来，野岛社
区已先后开展了数十场文创活
动，包括画作摄影展览、主题市
墟、插画交流会等，吸引不少市民
游客前来游玩打卡，不少喜欢文
化艺术的青年也是通过这些活动
被“圈粉”。不过，在没有活动的
工作日时段，园区往往相对冷清。

与商业圈重商业消费的运作
模式不同，文创园在面临商业化
运作的同时，还承载了一定的文
化功能。国内不少文创园在运营
过程中，逐渐出现文化功能和消
费点断层的局面，最终餐馆比展
馆多，好不容易建立的文化符号
与品牌特色也随之流失。

许碧盈表示，文创园的运营
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价值兑现过
程，作为运营方，需要有耐心和
信心培育品牌符号，见证项目成
长。她强调，项目在招商过程
中，一直在思考如何平衡文化功
能和消费点的问题。

为了吸引游客、留住游客，并
进一步刺激消费、复购，据许碧
盈介绍，野岛社区投运以来坚持
基于工业遗址的先天文化根源优
势，持续输出差异化的文化创意
活动，保持园区独特的调性和活
力；此外，在入驻商家的邀请和
选择上，也将继续保持注重文化
艺术类和餐饮消费类的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野岛社
区的持续运营发展而言，硬币的
另一面是周边基础设施配套。记
者走访发现，野岛社区整体被老
城区的密集建筑包围，目前入口
只有通过狭窄的黄家塘街后再拐

入，对于不熟悉环境的外来游客
而言，可以说是相对“隐蔽”。

此外，随着客流的增加，园区
的停车问题将进一步凸显。园区
目前规划了部分停车位，供入驻
商家和游客共同使用，不过，一
旦举行活动，停车位仍是杯水车
薪、供不应求，同时会带来一定
程度的道路堵塞。

要解决这些痛点，许碧盈坦
言，企业自身的力量还是比较单
薄，后续随着政府部门对桥东片
区的基础设施进一步规划完善，
或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野岛社
区项目也将积极配合、融入。

溯源溯源 前身原为闻名一时的老酒厂

在众多老惠州人眼中，那
个巍巍伫立了半个世纪的酒
厂旧烟囱，见证了上世纪 50
年代桥东轻工业的繁荣过往。

野岛社区工业旧址的前
身是一家老酒厂，早在 1951
年，惠州酒业联合社在此建
厂，开启了桥东酒厂的工业
生产历史；到了 1958 年，酒
厂正式更名为惠州粤东饮料
厂，经过数十年发展，酒厂声
名远播。据资料记载，惠州
粤东饮料厂生产的东江糯米
酒远近驰名，远销港澳、东南
亚等地。不少在桥东长大的
老惠州人甚至曾在酒厂里打
过暑假工，为酒厂生产的荔
枝酒剥过荔枝。

遗憾的是，随着社会经
济发展，产业升级的浪潮滚
滚而来，老酒厂的生产经营

走向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
台。相关资料显示，粤东饮
料厂的生产经营历史于2002
年画下句号；2018年，随着野
岛社区文创项目的到来，这
个老酒厂遗址迎来重建。

据介绍，老酒厂停止经
营后逐渐失去生机，最终无
人问津，被废弃了十余年。
据周边居民回忆，老酒厂四
处杂草丛生，目之所及尽是
落寞破败。“我们刚来到老酒
厂旧址时，厂房建筑基本上
是一派破败不堪的状态，到
处都是肆意生长的杂草。”许
碧盈回忆道，如今虽然野岛
社区保留着老酒厂的工业遗
韵，但整个更新修复过程有
着非常详细的规划。

据许碧盈介绍，野岛社区
与很多商业文创园不同的地

方在于，项目十分重视对当
地文化脉络的梳理和挖掘。

“我们通过详细的调研，明确
项目改造的文化根源是酒厂
的故事，基于这一渊源，再去
做针对性的改造，我们始终
希望在尊重、理解、保护这份
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去完成更
新改造。”

要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工
业遗存风貌的同时，融入现
代审美以及功能性元素，这
并非易事。以酒厂旧址一栋
两层独立建筑为例，厂房保
留下来的老墙面相对封闭，
如何引入足够的采光？如何
保护与建筑融为一体的两棵
大树？如何在修复加固的同
时，保留历经时光浸润的斑
驳老墙的复古质感？这些都
是项目改造过程中需要逐个

击破的难题。
不过，随着对老酒厂文化

根源理解的深入，“野岛社区”
在对厂房老旧建筑的修复改
造中也做出了不少颇具启发
的尝试。比如对老酒厂锅炉
房的改建，项目最初仅做了最
直接的围墙框架，以通透的形
式进行开放展示，像是为这个
老锅炉房的独特景观进行了

“裱框工程”，最大限度地发挥
了其工业遗存与自然景观的
融合效果。如今，昔日破败的
锅炉房已经成为独树一格的

“上野书屋”一角。
据透露，野岛社区在园区

内保留了部分区域，规划打造
酒厂纪念馆，保留酒厂的部分
生产遗址、展出在旧址修复改
造过程中收集整理的相关展
品、科普酿酒知识等。

2021年6月11日/星期五/湾区新闻部主编/责编 李青/美编 丘淑斐/校对 谢志忠AA1414【创想】

文
脉
观
察

近来，野岛文化生活社区的入
驻项目篽箖·上野书屋宣布正式开
业。记者了解到，该书屋自启动试
营业阶段，就已凭借惊艳的“颜值”
吸引了一批文艺青年和阅读爱好
者的探店打卡。

据介绍，上野书屋定位为“复合
型书屋”，店内除了经营咖啡、书籍
等基础业务之外，还融合了会谈、交
流、休闲等多重体验和功能，力求营
造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流空间。

上 野 书 屋 的 创 始 人 兼 设 计 者
之一林文科自幼对读书抱有特殊
情结，他此前已在惠州河南岸片区
打造了一所设计风格独具一格的
茶馆——篽箖草堂，在得知野岛社
区 这 一“ 文 艺 秘 境 ”后 ，很 快 便 决
定将“开设一家复合型书屋”的心
愿寄托于此。

书屋的前身是老酒厂旧址烟囱
下的锅炉房，野岛社区最为瞩目的
老烟囱，和谐自然地映入了书屋的
花园之中。站在书屋二楼的阳台
上，一段镌刻在城市发展历程深处
的工业文明记忆跃然眼前——泛着
铁锈红色的烟囱墙面斑驳，老树藤
依势延展，夹带着生机勃勃的绿意。

据书屋的另一位创始人兼设计
者孙征远介绍，书屋从构想到成型，
历时半年之久，其间几易其稿，选
材、用材等多个环节都历经了很大
的职业挑战，“譬如这屋顶选用的树
脂玻璃材料，无论是工艺难度，还是
选材挑战性，在国内都属少见。”

据介绍，书屋的设计充分依据工
业旧址的环境关系和时代特性，最大
限度地保留了沉淀在旧墙老树之中
的城市记忆。可以说，上野书屋的诞
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野岛社区在
探索城市更新、工业遗存旧址活化利
用过程中诚意。

为何取名上野书屋？林文科通
过剖析书屋建筑与设计风格的初心
展开解释，“篽箖·上野书屋，取自烟
囱向上、与自然环境相生之形，化为
天天向上、自然生长之意，希望来到
书屋的人，都能感受到我们传递出
的进取向上、崇尚自然、热爱生活的
内在力量。”他表示，“希望这个书屋
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而不是破坏和重建，要最大可能地
做到与环境的融合统一。”

书店是城市的文化地标，承载
着一座城市的文化与精神。近年
来，惠州在书香节、书展等各类重大
读书活动的带动下，逐渐掀起了全
民阅读的热潮，街头巷尾涌现出越
来越多特色书店、创意书吧。这些
自带温度的阅读空间，日益成为人
们阅读看书的理由，“书香惠州”的
氛围愈发浓厚，城市的文化魅力也
日渐提升。

高颜值书屋开业
书香惠州新去处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丽媛走访走访 工业遗存旧址成文艺打卡地

野岛社区坐落于惠州桥
东半岛黄家塘街 39号，项目
总 占 地 面 积 约 12000 平 方
米。蝉鸣悠悠夏日长，5 月
30 日上午时分，记者来到野
岛社区，一股浓浓的复古工
业气息扑面而来，只见 18栋
建筑错落有致，大多已经得
到初步修缮，褪去了破败与
寂寥之感。经历数十年野蛮
生长的草木绿植与随处可见
的旧墙、石阶融为一体，营造
出独特的工业遗存风格。尤
为瞩目的是一个笔直高耸的
铁锈红色旧烟囱，墙体上的
水痕、青苔静述老酒厂的历

史。据野岛社区品牌运营总
监许碧盈介绍，烟囱已经成
为野岛社区的符号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老旧建
筑之内酝酿着各式现代业态
——餐饮、酒廊、民宿、咖啡
书屋、零售手信、画廊展馆、
摄影策划……现代文创业态
在野岛社区百花齐放。“目前
野岛社区的空间入驻率介于
40%-60%之间，入驻品牌30
多个。”许碧盈介绍，野岛项
目在引进商家或品牌的过程
中，会对项目的品牌调性、商
业形态作出考量，目前计划
重点引进60%左右的艺术文

化类的项目，融合一定量酒
吧、餐饮等复合业态，保留小
部分的办公、住宿功能。

记者走访发现，周日正
午，不少入驻商家仍未开业，
零星有几位年轻游客倚着旧
墙、踏着石阶拍照。查阅网
络上各类出游分享平台，关
于野岛社区的推荐也不在少
数。

“我在惠州江北生活了7
年，今天也是在朋友介绍下
第一次来到野岛社区，觉得
十分惊喜，真没想到惠州也
有这样的文艺秘境。”游客李
绪（化名）对记者表示，他在

游览过程中看到园区四处张
贴着各类型文创活动的宣
传，有展览、市墟、观影等，很
感兴趣，以后会常来。不过
李绪也遗憾地表示，上午开
业的店铺不多，整个园区还
是稍显冷清。

十八栋建筑，一个社区，
随着现代业态的嵌入，这片
工业旧址焕发出了新的文化
活力。园区保留着数个硕大
的旧酒缸，吸引不少来往的
游客上前“猎奇”，光影交织
间，昔日浓郁的酒香仿佛打
破了时空的桎梏，撩动着嗅
觉的记忆。

位于惠州桥东的野岛社区
正成为市民游客的休闲新地标

废弃老酒厂变身文艺打卡地变身文艺打卡地
工业风文创园唤醒唤醒城市记忆

位于惠州桥东的野岛文化生活社区（下
称“野岛社区”），很难不被这里浓浓的
工业遗存风格吸引——高耸的烟囱、硕

大的酒缸、斑驳的墙体……在上世纪工业文明的流
光掠影中，现代复合型书屋、咖啡馆、特色酒廊等业
态百花齐放，城市文化创意活力在这里得到集中激
活与释放。

野岛社区的前身是一座创办于上世纪50年代的
老酒厂，在社会经济发展浪潮的席卷下，昔日酒厂逐
渐退出历史舞台，其旧址一度荒废十余年。2019
年，“野岛社区”文创项目走进这片残留着城市记忆
的工业旧址，投资逾 1亿元对 18栋建筑进行活化改
造，并于2020年 9月正式对外开放。如今，野岛社
区作为惠州的新晋文创园，逐渐成为市民游客的文
艺打卡新地标。

随着野岛社区走红，如何保护利用工业建筑历
史遗存延续城市记忆的话题日益受到关注。不过，
更引人关注的是，与全国各地的文创项目相似，野岛
社区同样面临可持续运营的痛点，在周边基础配套
不完善、商业化引流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中，这片文艺
青年眼中的“文创净土”会走出怎样的轨迹？日前，
记者走进野岛社区，试图探讨惠州工业遗存旧址的
活化利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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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老墙与苍老的榕树融为一体

野岛社区一角

散发浓浓工业复古风的野岛社区建筑

上野书屋

野岛社区吸引年轻人聚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