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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宁波，慢生活”从鼓楼起步
见习记者 朱一诺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千年古城
宁波，老城区曾经的风华龟裂剥落，
但褪不去的是时间淬炼的文脉精华，
如何去芜存菁，令饱经风霜的老城区
焕发新生？

对症下药，转型升级

2017年，宁波城市化率达72%，按照城市化
发展规律，宁波也已经进入了从大拆大建模式转
型到品质内涵提升的阶段，站在城市双修的路
口，宁波老城区的有机更新该如何前行？

宁波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服务中心书
记马家双表示，城市有机更新大体上可以分为三
个方面。

一是综合整治类。针对老小区绿化需要提
升、需要加装电梯以及屋顶渗漏、停车难等一系
列问题，进行系统的整治提升，改善形象，提升功
能。

二是转型提升类。随着东部新城逐步成为城
市核心，办公、金融、行政等部分中心城市功能迁
移到了东部，因而老三区的大批楼宇，如原宁波
日报报业集团以及海鲜批发市场等，都面临转型
升级。

马家双说：“大多数的旧市场、旧楼宇、老厂
房，质量还比较好，且代表着某个时代的烙印，我
们将本着社会土地资源节约的理念，尽量避免大
拆大建，在结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或将植入文
化创意等新产业，进行功能的转型升级。”

芝士公园是宁波近期旧楼宇功能转型的典
型范例。6月23日，由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和万科
携手打造的芝士公园揭开了神秘面纱，原报业集
团旧楼摇身一变，成为一座以教育为核心的商业
综合体。星巴克、新华书店、新零售“超级物种”等
约70个品牌，60家教育培训机构为大楼注入新
鲜血液。辣妈张爽慕名前来，转了一圈后说：“芝

老城复兴，道阻且长

2016年 8月上海市规土局发布“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导
则”，2017年后各地开始摸索展开。事实上，旧城有机更新的发
展在我国仍比较年轻，目前，国内相对成功的基本是具体项目，
譬如上海田子坊、新天地，成都的宽窄巷、锦里等。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鼓楼街道15分钟社区生活圈营造设计
项目组专家徐磊青说：“当下，一个城区一个片区的老城复兴，
全国各地都还在探索之中。宁波鼓楼片区，在我看来是国内较早
明确提出整个片区‘慢生活体系构建’的片区。从区域层面来看
浦东新区的15分钟生活圈规划可能是全国最早的，但是宁波鼓
楼也可以说是全国最早的试点之一。”

徐磊青教授表示，项目规划过程整体比较顺利，鼓楼街道自
下而上对15分钟生活圈的规划工作都非常积极，反映出地方、
基层和市民对社区发展有明确的诉求和情感，各级规划局和政府
也是全力推动。但不得不正视的是，更新项目的可实施、具体操
作上具有一定难度，特别是三个历史街区，既是具有潜力的文化
历史资源，也是最大的难点、症结。

徐磊青教授认为，老城区的复兴应当依托其自身的历史文化
底蕴，挖掘存量资源，注入当地历史文化元素，引进新的生活方
式，并为之生活服务配套。例如，可以吸引具有当地特色的小微
文创企业，植入具有历史文化色彩的服务类行业，从而实现现有
业态的多元化转型。

在规划过程中，项目组对宏大物业大楼、孝闻街扑克牌厂、交
通银行大楼等项目存量资源进行了挖掘，希望能创造一些办公空
间，并适当提供公寓、娱乐等设施，希望还能有相关政策鼓励。

借力滨江步道体系和和义大道片区，探索活化鼓楼、永寿、秀
水三大历史街区，结合现有资源，挖掘存量公共资源，综合整治、转
型升级，导入年轻活力人群，打造“醉宁波，漫生活”的社区——宁
波老城区复兴，道阻且长。

《鼓楼街道15分钟社区生活圈营造设计》给出的秀水街历史
街区的更新路径建议，是对标成都大慈寺区域 （即“太古
里”）、宽窄巷，复合居住、商业、办公等多种功能。其中的保
护住宅，修缮后整套出租；空关多层住宅，改造成公寓；六层住
宅的底层，开放一部分商业界面；拆除违建，增加绿地……

给伏跗室永寿街历史街区的更新建议，包括完善水电气等基
础设施，逐渐将完整的院落更新作为社区服务、商业等设施，如
托儿所、社区食堂、日间照料中心……

其他更新计划，还包括：把白衣寺整体设计、开发旅游观光区；
在宏大物业大楼、孝闻街扑克牌厂、交通银行大楼等项目中，植入
文化创意、创客办公以及适当的娱乐、公寓等功能，做成集生活、工
作、休闲和文化于一体的“混合社区”；给老小区装电梯，改造各种
地下管道；增设社区健身设施、文化设施，以及儿童娱乐设施等；改
造绿地、停车场，特别是要解决“停车难”问题。

鼓楼沿改造
开了个好头

说起鼓楼老城区的复兴改造，不得不提的
便是鼓楼步行街的改造。“天封塔、鼓楼沿，东
南西北通走遍”，宁波鼓楼步行街东临宁波军分
区、永丰库，西至呼童街、鼎新街，南抵钟鼓
楼，北至中山公园，它的一砖一瓦，烙印着一
代代宁波人的童年记忆，独有的民俗风貌与商
贸，向世人呈现着老宁波的魅力。

步行街中段的那家臭豆腐，是90后小年记
忆里最亲切的味道，“小时候，我常来鼓楼溜
达，路过臭豆腐摊，总会晃着老爸的手撒娇，
一串刚出锅的臭豆腐，一面刷上甜面酱，一面
刷上辣酱，吃起来酥脆麻辣，又臭又香，令人
上瘾。”

在小年的印象里，鼓楼步行街还是一个
“万能”的存在。买衣服、吃甜品、打耳洞、买
油赞子、逛古玩店、淘旧书，这些零零碎碎的
事都可以在鼓楼解决。“以前我还爱到鼓楼‘有
一家书店’‘枫林晚书店’‘五谷田书店’‘城市
之光’和‘树人书店’淘书，那时候 《故事
会》《读者》《意林》是我们最爱用来打发时间
的杂志，而无论是小说名著，还是难买的辅导
书，在鼓楼的书店里经常能发现惊喜。”

2013 年 2 月，鼓楼步行街改造完成后，正
式更名为鼓楼沿历史文化街区。全新的石板路
面、指引牌、店招营造出更舒适、整洁的购物
环境，古戏台、民俗雕塑、仿古建筑的外墙装
饰，凸显老宁波历史文化质感。油赞子、臭豆
腐等老字号商家仍在，星巴克、屈臣氏、各式
新茶饮、小吃等时尚新业态入驻，焕发鼓楼步
行街新生机，吸引更多的新老市民和游客前来
体验。

除了外观整修和新业态注入，鼓楼沿将
“以文兴市”作为重点之一。在主街非遗亭里作
画的杜玉山，看似不起眼，实则是位深藏不露
的高人，他是国家一级民俗艺术家、国家一级
美术师，也是民间艺术龙凤字的传承者。前不
久，他的两幅龙凤字作品《风华正茂》和《中
华英雄》还获得了第二届“中华杯”民俗文化
艺术作品展金奖。2013年，鼓楼步行街改造完
成后，杜玉山受邀来到宁波鼓楼沿，展现民俗
艺术。杜玉山笑着说，宁波鼓楼沿的改造确实
不错，宁波政府带给他们这些艺术创作者的政
策也非常优惠。他提议，步行街上各家商户的
音乐，如果能统一播放，或许能给像他这样搞
艺术的人一个更优良的创作空间。

记者从鼓楼综管办了解到，截至2017年年
底，项目开发投资总额5088万元，用于文化产
业累计投入近 728 万元，街区总产值 91836 万
元，文创产业总产值 65203 万元，文创产业总
产值占比71%。目前街区企业数量303户，其中
文创企业263户，占比86%。主街房屋出租率达
100%，其中文化类业态75户，面积约1.12万平
方米，约占出租总面积的55%。非遗亭出租率
96%，涉及商家 25 户，主街非遗亭出租率达
100%。

集民俗市集、街市小吃娱乐、时尚美食休
闲、古玩市集、文化创意产业等为一体的鼓楼
沿，将新老业态辐辏与此，令鼓楼步行街焕然
一新，也为鼓楼老城区的复兴开了一个好头。

士公园里的业态比我想象中的更丰富、更新鲜。把孩子放进教育机构里，自己在旁
边的美甲店做个指甲，中午到‘超级物种’点一块5分熟的牛排，配一罐冰爽的进口
气泡饮料，这个暑假的美好生活我已经计划好了。”

工作日，一楼的“超级物种”、各类餐饮店仍人来人往，热闹不凡。功能升级的芝
士公园，未来可期。

城市有机更新的第三类是那些确实与区块功能不适宜、保存价值也不大的危
房，需要进行拆除重建。拆除危房后的地块优先用于做什么？

马家双说：“令老有所养，幼有所伏，把功能和生态环境修复起来，并优先满足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然后再考虑市场化运作、多样化参与，以区域功能综合性的考
虑，低消耗用地，提质增效，这也是15分钟生活圈的意义。”

除此之外，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改造也是宁波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内容。如何使
这些历史文化得以传承的同时，也使居民生活环境能够提升？马家双认为，在破解
矛盾时，要采取新的思路。

宁波海曙区房管处负责人表示，目前，秀水街基本已经搬空，而搬迁过程之顺
利也令其十分欣慰。未来，鼓楼历史街区或将恢复原有浙东老宁波院落功能，整体
以院落式进行开发。然而，由于历史街区基础设施老化、下雨积水等问题严重，街区
内的原住民早已搬离，这使得宁波原汁原味的精气神没能得到很好的保留。老百姓
希望拆迁，但文化保护区却不能拆；文保、规划部门希望这里有人气，像张大爷一样
的原住民却不想再住旧房子，这些矛盾也着实棘手。

为此，马家双提出，在保护和利用时是否能对基础设施进行同步更新，以自愿
原则留住老宁波人，并植入旅游开发等公共业态，让历史街区活起来。养在深闺人
未识的秀水街、永寿街、白衣寺，能否参考北京南锣鼓巷，在街巷公共部位植入业
态、开发旅游，在私人院落部位挂上“私人宅邸、游客止步”的牌子，将纷扰隔离。

显然，城市有机更新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马家双强调，老城复兴，不能一味
推倒重建，也不能单单涂脂抹粉。不能今天停车位改造，明天装电梯，后天粉刷外
墙，再过两天又要加装充电桩，所以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要因地制宜，以问题为
导向，成片连片，单元划分，采取组合拳，系统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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