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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塘老街北端的南塘河上，
横跨着一座清代古桥——向阳桥。
当年，来自四乡八里的船只载着本
地土产，挨挨挤挤地泊在桥边的河
埠头上，一箩箩一筐筐的货物，被
人肩扛手抬，运往街上的店肆。这
条依着南塘河而建的街衢，曾经是
宁波南门外盛极一时的商业中心，
人称“南门三市”。

岁月更迭，“南门三市”渐渐
走向沉寂。2002 年，当笔者为采
写“甬上古建筑巡礼”系列稿件找
到向阳桥时，只看到一条逼仄冷清
的老街静静伫立在南塘河边。

2012 年和 2015 年，随着南塘
老街一期、二期的建成开业，这条
1.3 公里长的街衢终年人流如潮，
其热闹程度较之当年的“南门三
市”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近几年，海曙区探索历史街
区多元保护与文化旅游商业融合之
道，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月湖盛
园、鼓楼沿和南塘老街一样人气旺
盛，新老宁波人纷纷到此寻找老宁
波的味道。鼓楼历史街区成功入选
2017 年度浙江省文化创意街区名
单，南塘河历史文化街区被评为宁
波市级 （培育） 文创产业园区。

而新近出台的秀水街历史街区
和伏跗室永寿街历史街区保护规
划，则提出要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
街区格局、建筑风貌和居民原生活
状态。这两大历史街区的未来面
貌，更加值得我们期待。让历史街
区回归“生活态”，不仅能为老建
筑注入活力，更能延续我们这座城
市的“文脉”。

（王 芳）

让历史街区回归“生活态”

宁波8处历史街区，7处在海曙。2016年9月，海曙发布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活动
和服务管理指南》，填补了全国历史文化街区地方标准规范的空白——

历史街区保护利用，看“千年海曙”如何做？
本报记者 陈朝霞
海曙记者站 续大治 通讯员 朱尹莹

宁波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最近动作频频：

宁波老城内仅存的保存最完整的两片历史文化街区

之一——伏跗室永寿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出台，将

打造具有浓厚宁波传统文化氛围的宜居生活社区。

位于月湖历史文化街区的月湖金汇小镇核心区启

动，将在“推动历史街区保护和区域经济的融合发展、

实现老城区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融合”上作出探索与尝

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如何保护利用历史街区，让历史文化与

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近年来，作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

心区所在地的海曙区，探索历史街区多元保护与文化旅

游商业融合之道，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

评 说

图 示

1986 年，宁波成为国务院批
准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

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
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
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
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
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
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公 布 为 当 地 各 级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区”。为此，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
城市规划和文物行政部门开始制
定 《宁波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

2005年4月，我市编制了城市
紫线规划，规划范围为历史文化
名 城 保 护 规 划 确 定 的 旧 城 区 范
围，面积有 18.97 平方公里。规划
确定该区域范围内 8处历史街区紫
线，分别为月湖历史街区、鼓楼
公园路历史街区、郡庙天封塔历
史街区、天主教堂外马路历史街
区、秀水街历史街区、伏跗室永
寿 街 历 史 街 区 、 郁 家 巷 历 史 街

区、南塘河历史街区。
这 8处历史街区中，除天主教

堂外马路历史街区外，其余 7处都
在海曙区。从 2005 年开始，海曙
区将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更新有
机结合，探索对历史街区的保护
利用之道。

“历史街区的保护不同于文物
古 迹 点 的 保 护 ， 它 是 点 、 面 、
片、线的整体保护。”时任海曙区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现任
海 曙 区 文 联 党 组 书 记 的 陈 建 东
说，与文物古迹不同，历史街区
内不但有文物古迹、历史建筑，
还生活着大量居民。对历史街区
的保护，不能只保护其中几处文
物建筑和历史建筑，还要保护街
巷肌理等构成整体风貌的所有要
素，更要保护和传承街区所承载
的文化，包括其中特有的活态非
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通过改善居
民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活力
等方式予以保护，这才是历史街
区 保 护 和 改 造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之
路。

街区保护：

留住城市的活态文脉

文物保护和城市更新，一直以
来是个两难命题。如何在保护的同
时，对历史街区进行“有机更新”
呢？海曙区坚持文物保护与合理利
用并重，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化
运作”模式实施历史街区的改造。
具体来说，就是由政府部门负责历
史街区的规划制定、业态定位和前
期拆迁工作；具体改造项目由宁波
市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国有公
司实施，承担项目的业态重组、街
区重建 （包括文物建筑保护、修
缮）、招商、物业管理等职责。

2008 年，以郁家巷历史街区
为试点，海曙区正式实施历史街区
改造。10 年以后，这些历史街区
不仅充分运用“原地保护、原貌迁
建、空间转换、风格内饰、科技渗
透”等各种设计改造手法“修旧如
旧”，完整地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
史文化风貌，更赋予其活色生香的
现代都市活力，成为一道道靓丽的
都市风景线。

郁家巷历史街区所在的“月湖
盛园”已于2010年5月开业，投资
6.7 亿元，成功改造为“以时尚餐
饮、特色零售和休闲娱乐功能为主
的江南院落时尚街区”。

南塘河历史街区所在的南塘老
街一期、二期分别于 2012 年 1 月、
2015年9月建成开业，已成为“集历
史古迹、旅游观光、文化休闲、特色
餐饮、百年老店、名优特及民俗特色
于一体，体现宁波江南水乡城市特
征”的历史文化特色商业街区。

鼓楼公园路历史街区由海曙区
政府牵头，海纳公司负责具体实施
和后期运营管理，中国美院承担街
区规划设计。2013年1月以“鼓楼
沿”历史文化街区重现，定位为

“商、旅、文互动型宁波民俗文化
历史街区”。

郡庙天封塔历史街区保护更新

和业态提升项目，于 2014 年年初
正式启动，一个集文化、旅游、民
俗、商业等多种业态，有机融合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
产业结构的“文、商、旅”主题型
商圈和浙东民俗文化体验型城市游
憩商业区即将揭开面纱。

2017 年 12 月，总投资 15 亿元
的月湖西区保护和更新启动区项目
启动，探索“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区
域经济的融合发展，以及老城区的
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融合”。如
今，月湖金汇小镇已累计入驻企业
464 家，注册资金达 441.14 亿元，
入驻率达50%。

此外，秀水街历史街区和伏跗
室永寿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也分别
于 2017 年 10 月、11 月出台。对于
这两片宁波老城内仅存的地方传统
风貌保存最完整的街区，规划不约
而同地体现“政府主导、居民参
与、逐步整治、渐进改善”的原
则，避免大拆大建，原汁原味地保
留传统街区格局、建筑风貌和居民
原生活状态，实现“人文生活延
续、文化底蕴彰显、历史文化街区
价值重现”。

在探索“政府主导、社会化运
作”模式的同时，2003 年，海曙
区文物主管部门还与社会志愿力量
合作，成立了宁波第一个历史文化
遗产民间保护机构——海曙区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者协会，进一步加强
历史街区保护力量。

专家认为，海曙历史街区的多
元化保护利用模式，一方面通过政
府主导，加强街区内文物建筑项目
保护和修缮的行政审批、建设监
管，确保历史街区保护的原真性、
完整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
社会化运作，缓解了巨大的保护资
金压力，不失为值得推崇的历史街
区保护与发展路径。

创新路径：

政府主导，社会化运作

历史文化街区多元化改造模
式的成功尝试，让海曙在历史街
区活化保护利用的路子上越走越
宽。“改造提升完成的历史街区要
实现可持续发展，则需进一步深
入挖掘其文化遗产资源，注重提
升文化形象，植入产业项目，做
好文、商、旅互动文章，以文化
聚人气，以活动促商机，保持历
史文化街区的持续活力和魅力。”
海曙区文化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鼓楼历史街区以宁波硕果仅
存的古城楼为标志，从 2012年开
始有机更新后，通过业态转型、
活动推动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打
造出“老宁波剪影，新宁波印
象”，成为宁波人文化休闲体验的
重要目的地。近日，该街区成功
入选 2017年度浙江省文化创意街
区名单，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增
添了一张靓丽名片。

“鼓楼沿”相关负责人表示，
“鼓楼沿”累计投入 1亿多元对街
区进行更新改造，充分利用其处
于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的地
理优势，在建筑类型、街区分
布、牌坊门面等各个环节，用足
历史、文化和宁波元素，将其打
造为体验“老底子”宁波的首选
地。同时，着力发展文创、非
遗、画廊、艺术培训等业态，全
方位打造文创产业辐射带，撬动
亿元民营资本。去年，“鼓楼沿”
街区客流量达 1190万人次，实现
营业收入9亿元。

社会关注度和美誉度与日俱

增的还有南塘河历史文化街区。
据不完全统计，该街区去年客流
量约 400万人次。这条 1.3公里长
的街区被游客誉为“最有宁波味
道的街区”，去年被评为宁波市级

（培育） 文创产业园区。
走进枕河而居的南塘河历史

街区，店铺林立、人来人往，恍若当
年“南门三市”盛景再现。这里不仅
有“城南书院”“袁牧之故居”等充
满人文气息的建筑群落，也有宁波
旅游推广中心等与时代接轨的宁
波旅游综合服务场所。下一步，该
街区还将增加宁海十里红妆、越窑
青瓷等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
示，同时增设旅游小剧场、电影主
题纪念馆等，让四明南词、宁波电
影名人成就等宁波特色文化落地
开花，“以文化为核心、商旅作动
力，让历史街区在时代发展中焕发
新的生机。”

2016 年 9 月，海曙填补全国
历史文化街区地方标准规范的空
白，发布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活
动和服务管理指南》，前瞻性地开
启了“互联网＋”街区建设的新
模式，同时开展历史街区智慧服
务建设，实现街区免费 WiFi信号
覆盖，通过手机 APP 平台、二维
码扫描等实现和街区管理与服务
的接入。海曙区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历史街区改造与利
用，不光是文化传承和设施更
新，更应在激活‘文化富矿’的
同时，紧贴现代生活，吸引发展
要素，推动区域经济提升发展。”

后续发展：

提升文化形象，植入产业项目

2003 年，成立了宁波唯一的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者协会，并从
会员中择优聘请了 60名热爱文物
事业的各界人士组成了责任文保
员，全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完好
率保持在95％以上。

2013 年 11 月，对景区、公
园、国有文保和历史建筑等公共
场所内的会所和高档餐饮进行清
理和整治，同时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公益性文化项目。

2013 年、2014 年，先后通过
公开征集文化项目的方式，引进
民间资本设立了“甬商文化园”

“月湖美术馆”项目，并对市民免
费开放。

2014年 12月，出台 《关于海
曙区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管理办
法》，对文物建筑的使用和管理提
出规范要求。

2015 年底，在全市率先出台
《海曙区区管各级国有文物和历史
建筑适度利用统筹管理办法》。

2016 年 9 月，发布 《历史文
化街区建设活动和服务管理指
南》，填补了全国历史文化街区地
方标准规范的空白。

（陈朝霞 整理）

海曙历史建筑保护和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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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街历史街区现貌。 （陈朝霞 摄）

月湖金汇小镇一景。 （陈朝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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