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月、韩玲

国内各大城市的城市
更新已经从最初的单一载体更新
发展成为“人、产、城、文、商、旅”高度融
合的“复合式更新”。6月14日，城市更新背景
下梁溪区“产城文商旅”融合发展课题研讨会暨江南

古运河旅游度假区功能区建设专家咨询会召开。会
上，围绕《江南古运河旅游度假区文商旅融合发展实施

方案（2024—2026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进行专
题讨论，就如何推动老城区文化、商业、旅游资源优

势相互融合、共生发展，如何把梁溪建设成
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文休闲旅游

度假区，建设成为世界看无锡
的重要窗口邀请专家

学者建言献策。

近年来，随着文旅消费需求迭代升级，融合、
跨界、创新，引领消费大规模回流。网红经济、夜
间经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新模式的发展，通
过与市场融合、与文化融合、与数字融合，全景、全
业、全时聚合各类文旅要素，为“产城文商旅”融合
发展提供了要素支撑。作为无锡的主城区，梁溪
区是典型的老城文脉与新城肌理交融发展的区
域，特别是其独有的龟背城及“千里运河独此一
环”的城市空间肌理，以及其作为无锡的商贸中
心、金融中心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传统优势，都
成为其推动“产城文商旅”融合发展的良好基底。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文商旅融合发展，不能简
单地看作区域的商业活化，或是文化、商业、旅游
元素的叠加，更应是一种对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弘
扬。“因此，梁溪区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和城市更
新有机嵌合，不仅符合了现代生活旅游模式的转
变，更是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塑
造游客文化体验度的综合解题思路。”城市更新背
景下梁溪区“产城文商旅”融合发展课题负责人、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章洁表示。“在城市更新
中，一方面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对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要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
展，与城市文化资源紧密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
的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无锡城市发
展研究中心理事长、主任周敏炜表示，产城文商旅
融合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强大的合力共同推
动下，产城文商旅融合发展一定会取得新的成绩，
让老城区焕发出新生机，让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享
受更加丰富美好的城市生活体验。

城市更新是对文化的传扬

老城区如何实现
“产城文商旅”融合发展？

梁溪区是“最无锡”的地方。城市更新的核心是以人为
本，服务于人。基于此，根据《实施方案》，梁溪区将围绕江
南文脉、工业遗存、名人故居、潮流文创、非遗传承、水岸文
化等地域特色，串联市属、区属旅游资源，凸显城市特质。
梁溪区还在城市更新中突出古运河主题，引导公共活动空
间向河岸集聚，提升滨水空间的公共活力，同时加大滨水空
间的开敞度和对外联系度；加快推进环城古运河骑行道、跑
道、步道三道合一全线贯通，让人们更好地遇见运河，享受
新时代的运河生活。此外，梁溪区还将持续提升中心城区
商业首位度，注重首店引领，打造夜间经济品牌和夜经济集
聚区，引入文商旅特色体验式消费新业态，激发消费新动
能。同时，梁溪区还计划定期推出体育赛事、音乐节等特色
系列主题活动，给游客带来差异化、个性化的娱乐享受。

“梁溪区文化资源丰富，但不够突出，不妨做强局部，形
成示范，达到极致。”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
级规划师黄卫东建议，可以将老城区梁溪划分为多个特色
街区，进行小范围的精细化更新、精致化打造，形成高品质、
精品化的街区，起效快，影响力大。“以环城古运河串联、整
合城市旅游，可以留住城市记忆、讲述城市故事、荟萃城市
风情、演绎城市生活。”无锡市旅游业协会会长王洁平表示，
作为中心城区，梁溪区的城市更新应进一步呈现城市气质
和特色。他指出，在中心城区整体区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全国为数不多。梁溪要想“出圈”，首先要推动文化遗
产的活化，弘扬美食文化和商业繁华的城市特色；其二是丰
富旅游业态和体验产品，提增城市休闲能力；其三是激活夜
间旅游经济，促进夜间文旅消费，提高旅游生活便利程度；
其四，开展具有影响力的民俗、文娱和节事活动，提升城市
的情绪价值和商业价值。而要实现这些，需要建立政府主
导、各方联动、统筹协调、高效运作的机制。

把老城文旅资源用到极致

当前，在梁溪新的发展格局下，江南古运河旅游
度假区正全力做优文化旅游，依托龟背城、老东门、
运河湾、火车站、太湖广场“1+4”重点城市更新片
区，全力打造清名桥、惠山古镇、中心商务区等重点
文旅板块。“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的《实施方案》将
从打造景点地标、引导功能空间、优化景观环境、做
强文旅IP、体现全龄友好、提升交通出行服务等方
面发力，提升老城区的吸引力指数。”梁溪区相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文脉绵延的梁溪区是一个有机生命
体，如何顺应新时代旅游发展趋势，呼应不同消费群
体的需求，从而把这一生命体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
前，是梁溪区努力的方向。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吴志强也认为，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在城市复兴的过程中，不能走
上绝对保护和绝对复兴这两个极端。”他进一步分
析，生命体有基因和细胞，实现城市复兴，必须能精
准识别城市基因和城市细胞。城市基因是这个城市
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根本特征，不能随意改变，而城市
细胞则是要复兴的。“如果把细胞认作基因，那就会
一块砖头、一片玻璃都不敢动，新兴的内容都不能导
入，必然让城市生命死亡。”吴志强说，城市复兴还需
要做到精准、精确和精密，要以人民更美好的生活为
复兴目标。“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是一种可持续发
展的模式。尤其对于老城区而言，协调好保护与更
新的关系尤为重要。”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副秘书
长刘波表示，老城区要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力，
推动运营前置，精准定位，从“以城为体”“以文塑城”

“以产兴城”“以商营城”“以旅创城”五个要素的融合
关系构成一个指标体系。

推动城市生命体走向复兴

周刊第724期

2024年6月28日 星期五

主编 韩 玲 编辑 张 庆
视觉 李湛肹 组版 吴 婷

请关注太湖周刊
微信公众号

·06·

焦
点

6月21日，无锡民族乐团发布“未——
乐于生长 无限可期”2024—2025全新
音乐季演出安排。

记者了解到，新音乐季中，无锡民族
乐团将尝试更多的创新与突破，不断彰
显江南特色、无锡风格、中国气派、国际
表达。从今年9月到明年8月，乐迷们
可以欣赏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音乐会，
其涵盖8场大型音乐会、2场室内乐音乐
会，旨在通过音乐的力量，传递时代的声
音，展现民乐文化魅力。

在重要的节日节点，将推出《折桂赏
乐》中秋音乐会暨新乐季开幕音乐会、
《山花烂漫时》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音乐会、《国乐芳华》新年音乐会暨乐
团成立五周年庆典音乐会、《乐上柳
梢》元宵节音乐会。明年谷雨时节，将
举办融合音乐会《并蒂连枝》，端午期
间为大家带来《弦语桑梓》。此外，为
纪念国乐大师刘天华130周年诞辰，特
别策划《燃·向光明》音乐会，还有“一带
一路”主题音乐会《丝路花开》。两场室
内乐音乐会更是主题鲜明、别具特色，以
金庸国风武侠为主题的《国乐的武林》邀
观众共赴“侠客江湖”；《乐出芙蓉》室内
乐音乐会，以音乐彰显女性的温柔、坚
韧、智慧和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乐团将在音乐季闭
幕演出《未》中，通过广泛征集新作品，
为下一个音乐季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意
与活力。

发布会当天，《水木天成》新乐季发
布音乐会精彩上演。本场音乐会由青年
指挥家、无锡民族乐团首席指挥孙鹏执
棒，携手著名二胡演奏家邓建栋、旅美青
年钢琴家杨诗宇出演。乐季更迭，从首
个音乐季的主题“漪”到新音乐季的主题

“未”，音乐会以“水”与“木”为元素，通过
民族乐器的独特音色和表现力，将自然
之美与音乐之韵完美融合，实现“水”与

“木”之间的交接。 （韩玲）

无锡民族乐团
全新音乐季发布

6月23日，“中国邮政魏红牡丹160
周年纪念明信片首发式”在无锡小娄巷
福寿堂举行。该明信片由无锡市集邮协
会理事胡志辉策划、设计，福寿堂主人秦
绍楹提供牡丹花照片并撰写诗词与文字
说明。自此，小娄巷百岁牡丹被印上“国
家名片”，无锡小娄巷和这丛牡丹的故事
也将被更多人知晓。

每年清明前后，小娄巷福寿堂西园
内的牡丹都会如约盛开。这丛牡丹由小
娄巷秦氏福寿堂始祖秦焕从河南开封带
回种下，至今已有160年，是小娄巷百年
沧桑的见证。“今年4月初，我在福寿堂
看到牡丹盛开，突然来了灵感，何不以印

‘国家名片’的形式，来纪念魏红牡丹
160年？让小娄巷牡丹走出无锡，走向
全国，走向世界。”胡志辉在征得秦绍楹
夫妇的同意后，便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无锡市分公司联系，了解印刷纪念
邮资明信片事宜。随即，胡志辉搜集资
料、排好版面，经秦家同意后，报送邮政
部门审核。经一系列程序后，魏红牡丹
160周年纪念明信片的印刷申请报告通
过了，起印数量2000枚，由胡志辉资助
印刷。

这张明信片上，定格了魏红牡丹盛
放的时刻，上面的文字介绍，亦记录下一
段值得铭记的历史。由民间个人出资申
请印刷纪念明信片，在无锡并不多见，胡
志辉也希望以明信片和牡丹花为媒，吸
引更多人走进小娄巷，走进无锡。（张月）

小娄巷魏红牡丹
邮资明信片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