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一些历史文化街区，文化底蕴深厚、
业态丰富，是市民喜爱的逛街打卡地。由于
街区内人流、车辆较为集中，交通拥堵状况时
有发生，尤其是在节假日及活动期间，交通拥
堵状况更为严重，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

如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让市民在历
史街区有更好的体验？市政协委员、宁波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部门副总袁涌泉提
交了一份《关于优化鼓楼步行街区域交通
和管理模式的建议》，并指出街区部分路段
机动车拥堵、非机动车占据盲道、卸货车辆
违规停放等问题。

袁涌泉建议对鼓楼街区的部分路段实

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禁入及禁停。同时，
合理安排经营户供货车辆的临时停放位。

“具体来讲，在公园路南段（鼓楼以北
至府桥街南侧），禁止一切机动车、非机动
车通行及停放；府桥街东牌楼至府桥街与
鼎新街交叉口路段的两侧人行道上禁止停
放非机动车。”

“为解决交通管制措施实施后周边非
机动车停放难的问题，建议在府桥街东牌
楼以东道路两侧人行道、府桥街与鼎新街
交叉口路段以西道路两侧人行道设立非机
动车临时停放点。”

“为保障街区正常的商业运营，满足街

区商户的装卸货物需求，建议在府桥街与
公园路交叉口设置临时卸货区。”

其次，他建议鼓楼步行街南部（府桥街
以南、鼎新街以东及中山西路以北含鼓楼
和永丰库遗址公园范围内）也实施纯步行
街管理。

此外，他还建议在鼓楼沿全面实行步
行街管理模式，增强相应的执法支持。“通
过属地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做好入驻业
态的审核把关、公共环境执法保障等工作，
同时，给予一定的执法宽容，让步行街的靓
丽颜值与烟火气并存。”

记者 施代伟 周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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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乡历史发展的载体，是城乡文化的重要特质和标识。充满烟火味与时

尚元素的历史文化街区，不仅会成为网红打卡点，也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引流利器。今年市两
会，有关历史文化街区如何保留底色而复兴“出圈”的话题，受到了不少代表委员的关注。

代表委员聚焦历史文化街区发展

在保留底色的同时如何“出圈”

“近年来，在各大历史文化街区，宁波
不断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创新消费
场景，激发消费潜力……”市政协委员、象
山影视城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洪佩平说，历史文化街区的品位与腔调，
是在深厚地域文化中不断创新、转化出来
的。

历史文化街区如何成为城市引流器？
洪佩平说，跟全国网红历史文化街区相比，
宁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事实上，西安、成

都、长沙一些‘出圈’的历史文化街区，在如
何打造和经营上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项
目持续更新、业态不断丰富，都是关键节
点。”洪佩平说，对于宁波而言，港城文化是
宁波最大的区位优势和地域特色，这个文
化标签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关于历史文化街区打造的方向，洪佩
平建议：“首先要在老百姓的意愿上做好引
导和市场培育，让大家愿意晚上出门逛街；
其次，要有真正能打动市民和游客的产品

和消费业态，吸引他们休闲和消费；最后，
产品的包装和打造要凸显出文化属性，让
宁波有代表性文化产品，助力文旅产业进
一步发展。”

洪佩平认为，真正让一个历史文化街
区火“出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长
久的文化工程，“但是根一定要抓住，那就
是我们的港城文化基因。”洪佩平认为，这
项工程要持续推进，有的可能三五年实现，
有的甚至是十年磨一剑。

“对历史文化建筑最好的保护，是在活
化利用中传承发展。”市人大代表、宁海县
平调艺术传承中心副主任吕娅娜说，宁波
有八大历史文化街区，各区（县、市）更是深
藏着很多老街、老巷，“让历史文化街区在
升级改造中‘出圈’，也有很多跨界组合方
式。”

吕娅娜说，让历史文化街区既保留底
色，又焕发新活力，可以多推一些能体现地

域文化特色的演艺活动，吸引更多年轻人
的目光。“比如我们的稀有地方剧种。”吕娅
娜表示，宁波有甬剧、宁海平调、姚剧、越剧
等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当下戏
曲国潮盛行之风，完全可以让文化赋能产
业。

“将传统戏曲演出融入历史文化街区，
可以打造更多有特色的戏曲演艺消费新场
景。”吕娅娜表示，当下年轻人外出旅游，逛

历史文化街区必不可少，留住年轻群体的
脚步，需要多元业态的互动，“地方曲艺、文
博文创、地方美食、剧院场馆、非遗体验等
文旅项目都可以互相借力。”

如此打上城市独特地域文化烙印，让
宁波的特色文化街区火起来，并不遥远。
吕娅娜表示，“繁荣港城文化”应该有鲜明
的底色，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就是需要独特
的气质。

“宁波拥有诸多富有深厚文化底蕴的
历史街区，这些街区背后都有值得寻味的
历史底蕴，完全具有打造‘城市新生代文艺
地标’的潜质。”市政协委员、宁波市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地铁产业工程有限公司中
级经理尹向红表示。

这次尹向红所在的致公党界别带来了
一份名为《关于挖掘历史街区底蕴亮色 打
造文旅消费新热点的建议》的集体提案，就
我市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兴，带来了相关建
议。

这份提案指出了我市历史文化街区文
旅价值挖掘中存在的不足，例如历史文化

街区界定范围偏窄、历史文化资源挖掘不
足、部分街区的烟火气日渐消失等问题。

“我们在提案中给出了三条建议，目的
是让更多的历史文化街区能够‘留下来’

‘靓起来’‘热起来’。”尹向红说。
“我们建议要‘以规促改’，让老街‘留

下来’。”尹向红说，可拓展相关条例中关于
历史文化街区的界定范围，让更多的老街
进入人们的视野；结合城市更新、未来社区
建设，统筹谋划老街新生。

其次，“以用促融”，使老街“靓起来”。
“我们的想法是探索全市历史文化街区的
保护利用、项目谋划、数据库建立、打造文

旅业态等工作，谋划网红街区‘精特亮’示
范线；寻找具有宁波特色的传统商业街区
有机融合之路，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同时，
也要保护好历史街区的生活属性，改善原
住民的生活环境，形成居民与街区商户的
共荣共存，让老街生命长在。”

“另外，还要做到‘以联促活’，让老街
‘热起来’。”尹向红说，要鼓励商铺联动携
手运维，形成规模效应。“比如，孝闻街街
区，可建立网红商圈联盟，吸引更多不同的
消费群体融入历史文化街区；比如，咸祥老
街可以深入挖掘街区人文底蕴和文化遗
存，打造‘海鲜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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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出圈”，需要跨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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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管理模式，让步行街的烟火气与颜值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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