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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文化地产

西塘：保护性规划留住古镇风情

北京延庆打造冬奥之城

蓝 图 追 踪

青龙胡同吹响“创意工厂”集结号

□□ 本报记者 黎琼

自北京—张家口成为 2022年冬奥

会的举办城市以来，作为冬奥会主会

场之一的北京市延庆县借助体育东

风，其地产项目发展迅速。短短一个

月内，延庆房价已大幅攀升。距离冬

奥会高山速降项目承办地——小海陀

山只有 10分钟车程的原乡美利坚项目

便是受益者之一，其房价已较前一个

月提升了 30%。业界预测，目前商品房

均价不足 1万元的延庆，借助冬奥会房

价将有可能破 4万元。

如何让冬奥会衍生的体育文化价

值辐射到地产项目，9月 6日，由北京天

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搜狐焦点频

道主办的“冬奥小镇的度假生活”体育

和地产主题论坛在延庆召开，与会嘉

宾对此展开了丰富的联想。

猜想一：

让国家队落户于此

延庆位于北京城区以北约 90公里。

作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

延庆将承办滑雪项目的高山速降以及雪

橇和雪车比赛，而原乡美利坚项目距离高

山速降承办地只有10分钟车程。

著名体育主持人张斌率先抛出了

一个大胆的建议：中国雪橇和雪车国

家队正在延庆选拔组队，是否可以考

虑将两支国家队的大本营安在项目

内，让楼盘和新成立的国家队一同成

长、共迎奥运？

这个设想颇令人震撼。开发商可

以为国家队做些什么？国家队如何才

会选择这里？张斌表示：“扎根延庆的地

产项目如果能够通过赞助等方式使得延

庆籍运动员身披国家队战袍站在家门口

的奥运赛场，这对于运动员本人、地产商

本身，会是怎样一种感受？7年来，地产

商和运动员、国家队一起成长并且站上

奥运舞台，这样的成就感绝对会是其他

人与地产商望尘莫及的。”

猜想二：

打造成富有文化的冬奥小镇

参加过两届冬奥会前方报道的央

视体育频道记者尉迟学敏结合自己在

温哥华冬奥会采访期间的经历，建议

将延庆打造成一个富有文化和人情味

的冬奥小镇。

“温哥华冬奥会的雪上项目比赛

地在惠斯勒，惠斯勒的区位位置和延

庆类似。来到惠斯勒，大家就能感受

到浓郁的运动氛围。这就使得即便是

在冬奥会举办期间，来这里滑雪的人

也络绎不绝。整个小镇没有因为冬奥

会的举办而显得混乱，每个来这里的

人都能寻找到自己的诉求，看比赛、滑

雪，或者单纯欣赏这里的雪景。延庆

未来也应如此，借助北京举办冬奥会，

让这里变成一个能让大家一到雪季，

就能想要前往的地方。”尉迟学敏说。

“体育是小镇生活的一部分，或者

说是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滑雪，小镇拿

什么吸引游客，同样值得小镇的建设

者去思考。”都灵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冠军韩晓鹏认为，优秀的场地

条件外，接待能力、体育文化气氛也对

小镇至关重要。

猜想三：

地产项目里的冰雪主题乐园

地产商总能第一时间感受到市场

的冷热。原乡美利坚董事长王仙山

说，虽然目前原乡美利坚项目还没有

和奥运真正结合，但他们已通过亲身

体验，感受到了冰雪给项目带来的巨

大客流量和附加收益。

“去年冬天，我们投资 200 万元左

右，在原乡美利坚项目里建造了一个冰

雪主题乐园，包括搭建了一个长城造型

的冰面滑梯，让部落的商街铺满了厚厚

的积雪，并且堆了一座小雪山让孩子们

玩耍。”王仙山介绍说，“就是这样几个

看起来简易的搭建，去年冬天带来了 6

万人次的客流量。”他感慨，这一切还是

在冬奥会到来之前发生的，他不敢想象

随着冬奥会来临，会有多少人来到延庆

看雪、玩雪，参与冰雪运动。“这里充满

着无限商机。”王仙山说。

□□ 孔德

近日，北京市首家以创业为主题

的社区青年汇“和咖啡·社区青年汇”

在东城区青龙胡同 35 号“和咖啡”创

业咖啡馆揭牌成立，今后，以“设计创

意一条街”而闻名的青龙胡同又多了

一个亮点。

文化创意胡同连点成线

散落在胡同里的创意工厂在东城

区早已不算新鲜事，早在 2007年，东城

区就在核心城区内开始了这项工作，通

过把老城区里的旧厂房、院落进行小规

模、渐进式的改造，将高附加值、有特

色、成长性好的文创企业有机植入胡同

空间。现在，已培育出北京东方嘉诚文

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嘉诚”）、方家胡同 46 号等 20 余个由老

厂房改造而来的“胡同创意工厂”，涵盖

文化演艺、设计服务、影视传媒、数字科

技等业态。

跟过去零散的“点”不同，以前胡同

里的创意工厂都是以单个形态存在，而

青龙胡同则要吹响这些创意工厂的集

结号，打造一条“文化创意胡同”。中关

村科技园区东城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东城园管委会”）副主任韩树凡介

绍，由于青龙胡同附近拥有文化企业发

展所需要的多种要素，按照规划，将以

这些点为核心向左右蔓延，把“创意工

厂”从点连成线。

“文化创新一条街”的概念在今年

5 月东城区“东城园品牌策略发布会”

上被提出以后，按照东城园管委会的规

划，青龙胡同如今被细分为 10 个文化

创新空间，如投资 1200 万元的东城文

化人才（国际）创业园，按计划改造完成

后将可达到 3700 平方米；此外还有汇

聚多家文化企业的歌华大厦、胡同工

厂、歌华设计孵化器等。与青龙胡同相

连的藏经馆胡同也被纳入了“文化创新

一条街”，前期青龙胡同已投入几千万

元进行了市政基础设施的改造，未来还

会对藏经馆胡同进行相关的市政基础

改造。

未来要把“线”变成“面”

与东城区其他特色胡同，如南锣

鼓巷、五道营偏重于旅游不同，青龙胡

同将重点放在服务文化企业上。在这

条 800 米左右的街上，已有部分创意

咖啡馆入驻，胡同中还将落户版权交

易业态。中文在线网站旗下的文化活

动场所“汤圆创作”就坐落在胡同里，

这里不定期地面向作家和读者举办文

化活动，邀请网络作家现场写作。中

文在线董事长童之磊曾表示，等到这

样一个空间并不容易，如果胡同里还

有这样的老房子能腾退出来，他会毫

不犹豫地再入手。

韩树凡认为，文化创新空间的聚

集，既是政府引导的结果，也是产业

发展带来的。而由点连成线，且正在

连成面的创意空间，将更方便创业者

找渠道，并购者找种子，发展者找到

伙伴。

“和咖啡”的合伙人许莉希望“和咖

啡”正在搭建的优秀创业者社群接触更

多投资人，许莉表示，“和咖啡”每天都

有投资人听创业者路演，每周举办 5至

6 场各类主题活动，工位、咖啡、活动，

标配都有，她要把“和咖啡”打造成东城

区独一无二的创业咖啡馆。

事实上，“和咖啡”是东方嘉诚推出

的服务平台之一，这家以打造主题特色

产业园起家的文化公司正看好青龙胡

同的成长模式，准备异地复制。

据了解，东方嘉诚将在天津复制东

城园特有的“胡同创意工厂”模式，并搭

建一个 2000 平方米左右的孵化平台，

集运营、投资和孵化于一体，与南开大

学进行合作，开展大学生创业辅导，引

进北京的创投机构等资本力量。东城

园的“胡同里的创意工厂”模式可以让

两地互相借鉴，“以点带面”也让好项目

与市场、技术、教育等多方面资源对接

更加容易。

“和咖啡”里的创意角落延庆吸引众多体育爱好者

□□ 徐文潇

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

发展，江南的水乡古镇受到了市场经

济的巨大冲击，许多古镇的建筑风貌

不复存在，民俗风情荡然无存。而浙

江的西塘古镇由于自 20世纪 80年代中

期开始，及时地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城

镇建设规划，从而使得原汁原味的水

乡风情得以完整保存。而今，走在炊

烟袅袅的街巷里，你会发现，在这里好

像还能触摸到古中国的灵魂。

为保护古镇开发新城

西塘是江南几大古镇之一，而它

最让人啧啧称羡的便是始终洋溢在街

头巷尾的生活气息。人们将西塘形容

为“生活着的千年古镇”。

西塘隶属浙江省嘉善县，位于江

浙沪二省一市交界处。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它所在的区域就是吴越两国的

相交之地，故有“吴根越角”之称，而真

正形成集镇则是在宋元时期。及至明

清两朝，此间已发展成为江南手工业

和商业的重镇。

在江浙一带，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许多市镇的古老风貌渐渐地消失

不见了，而西塘之所以能“存活”下来，

除了西塘人的呵护有加，还有赖于及

时制定了保护和发展规划。

早在 1986 年，西塘镇就邀请浙江

大学编制了城镇建设总体规划，开始

提出“保护古镇、开发新城”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1996 年又请来上海同济

大学的专家，围绕全面保护古镇的风

貌特色，从城镇性质、职能、布局等方

面对城镇建设总体规划进行了全面

修编。

1999年 2月，西塘镇人民代表大会

通过了《西塘古镇保护管理实施办

法》。到了 2000 年 2 月，西塘古镇被浙

江省人民政府核准并公布为省级历史

文化保护区。随后，一部《西塘省级历

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浮出水面。

2001年 1月，嘉善县人民政府依据

《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颁布

了《西塘古镇保护暂行规定》。 2003

年，西塘镇又编制了《西塘镇工业园区

规划》、《西塘镇旅游发展规划》、《西塘

镇环境保护规划》。通过这一系列保

护性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优化了古镇

的布局结构，开辟了城镇新区，将医

院、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大型商场

等功能置换到新城区，对西塘古镇的

全面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珍视传统文化遗存

近年来，西塘镇政府部门又制定

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加大

投入力度，先后投资近亿元，开展了以

保护古建风貌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

综合整治工作。不仅在古镇修缮了多

达 25 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同时还

在建设新城的过程中，创新设计了融

古典和现代艺术于一体的新式建筑，

为西塘打造一流的人居环境。此外，

政府部门又编制了《西塘镇文化名镇

建设规划》，通过政府、社团、民间艺人

等各种途径与方法，使得古镇独有的

文化得以传承，历史文脉得以延续。

西塘人为古镇设定了四大目标：

专家研究江南水乡文化的基地；艺术

家描绘江南民俗文化的净地；游客领

略江南旅游文化的胜地；原住民安居

乐业、发家致富的福地。西塘不仅将

古建筑等看得见的物质文化保存了下

来，对于民俗风情等看不见的非物质

文化也妥善加以发掘保护，把它们或

放到博物馆，或由本地居民现场演绎，

再现了古镇多彩的民俗文化。

如今来到西塘的游客不仅可以从

容领略此间的小桥流水风貌，还能够

有幸欣赏到当地民间艺人的表演，如

富有民俗特色的西塘田歌、七老爷庙

会、跑马戏、摇燥船、荡湖船、踏白船

等。这些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都可以在不同的时节向游客展

示，延续了西塘人的文化血脉。

与此同时，西塘还以特有的气质

吸引着全世界的客人。自 2004 年起，

国际旅游小姐大赛活动就连年在西塘

举办，来自世界各国的佳丽们云集古

镇，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接踵而至，而

且还让旅游小姐们亲身感受了中华古

国的风情，为在世界范围内宣传西塘、

倡导保护古镇取得了良好效果。

西塘是个生活着的古镇，其实也

是个运营着的旅游景区。西塘景区管

理部门负责人怀红霞介绍，一直以来，

当地政府奉行的是“保护为主，适度开

发”的宗旨。将西塘古镇作为景区开

发的出发点，首先是要原汁原味地保

护古镇，所营造的应当是一个生活化

的城镇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

景区。如果将古镇的保护规划放在历

史视角中来考量，西塘首先是一个富

有传统文化的社区，其次才是一个有

着生活内涵的景区。

古朴中融入现代生活理念

“然而，保护不等于守旧。”怀红霞

表示，“在西塘古镇的发展规划中，提

出了要营造一个自然生态、和谐共存、

自由多样和诗意居住的经典城镇的目

标，要将古镇的原真性保护和现代人

的生活有机结合。”

自 2011 年起，西塘镇上规划营造

了酒吧文化一条街。这种古朴中的现

代、宁静中的灵动，显然为古镇画上了

一道现代生活的符号，让夜幕降临后

的西塘平添了另一种迷人情调。

来自上海的张清原是一名游客，

早年间几乎每个周末他都会带着家

人来西塘度假，直到有一天他买下了

镇上的一家店铺，开始经营名为“西

街 16 号”的音乐书吧，尝试融入西塘

人的生活。

“这里原汁原味的建筑风貌和淳

朴的风俗民情，令人感到特别亲切。”

张清说，“但我觉得除此之外，古镇还

应该有适合现代人休闲的一面。现

如今城市青年的生活步伐很快，快得

几乎已经把老一辈的乡愁遗忘。我

希望能提供一个地方给他们来安放

乡愁。”

2011 年，张清又租下了另一个店

面，经营起一家可供客人品茗下榻的

民宿。前不久，在夫妇俩的张罗下，

“西街 16号”酒吧也开张了。张清而今

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和妻子一起走

遍世界，然后把世界各地好玩的东西

带到西塘。“我把我们所有的旅程记录

都放在西塘，让来旅行的客人分享一

份美好的心情。”他说。

在西塘，如今有很多像张清一样

的外来者，停下了旅人的脚步，融入古

镇的生活圈里，从而形成了多元的休

闲文化氛围。随着西塘的名气愈来愈

大，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然

而，古镇自古以来生生不息的气韵还

照样一以贯之地延续着。

眼下，西塘已跨入了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的门槛。尽管如此，古镇上的

居民还依然生活在景区之中。管理部

门表示，作为西塘的居民，他们既是古

镇保护的参与者，也应当是旅游开发

的获益者。在西塘，通过科学规划构

筑了政府和民众之间、古镇与景区之

间的和谐共存。而自古以来的那种生

生不息的气韵，则宛如一抹永不消退

的西窗晚霞，长久地抚慰着城市人无

处安放的乡愁，这也正是西塘古镇所

具有的迷人魅力。

西塘古镇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