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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微更新、渐进式推进古城保护修缮

保定实施3.94平方公里古城保护更新项目

恢复古街风貌，延续城市历史文脉
——保定实施古城保护更新项目一线探访

河北日报记者 李连成

5月6日，天空湛蓝，阳光明媚。曾在保
定市西大街住了 60 多年的王杰老人走在
沧桑厚重的青石板路上，看着古色古香的
沿街建筑，体验着非遗和老字号的独特魅
力……“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逛了一圈，
还没看够。”王杰说。

保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着眼于唤
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资源，塑造京津冀城市
群中的保定特色文化符号，2021 年以来，
保定市实施古城保护更新项目，将西大街
改造提升工程作为“首步棋”，充分挖掘丰
富的历史文化和非遗老字号资源，打造有
思念、有味道、有故事的“直隶第一街”。去
年11月，焕然一新的西大街开街迎客。

引入非遗项目，激发商业活力

西大街位于保定市中心，始建于宋、成
于元、兴于清。沿街商铺林立、熙熙攘攘，曾
被誉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

“这是老辈人最爱逛的一条街。”王杰
回忆说，采买稻香村的南味糕点、槐茂酱园
的八宝菜，逛逛绸缎庄、字画店，转转第一
楼，到乐仁堂、万宝堂等药铺抓药，再往东
就到了老马号，喝茶水嗑瓜子、听评书听相
声……曾经的西大街令人流连忘返。

可随着时间流逝，街上房屋年久失修、
店铺业态杂乱，古街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独
有的历史文化气息亟须保护振兴。2021
年，保定市启动古城保护更新项目，坚持建
筑为体、文化为魂、非遗为魄、商贸为引的
理念，对西大街进行改造提升。清理杂乱业
态、修缮保护建筑、提升基础设施、重新布
局业态……经过 8 个多月的修缮、整治与
更新后，西大街展露新颜。

步入西大街西段的直隶文化体验区，
抬头望去，只见大宋定窑创意工坊、穿行楼
茶庄、古城香业展馆、易水砚文化馆等富有
保定本地文化特色的店铺依次排列。王杰
这瞅瞅、那瞧瞧，拿着手机拍个不停。

走进大宋定窑创意工坊，展架上摆满
各类定瓷茶具、摆件，在盏盏射灯照耀下，
瓷体散发着柔和的光。“定瓷烧制技艺始于
唐、兴于北宋，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听着现场工作人员的介绍，王杰不由赞叹
道：“听说定瓷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近
距离一看，其言果然不虚。”

走进西大街中段的非遗老字号文化体
验区，在康养体验馆学习千年药都的药食
同源知识，在红枣酒馆体验酿酒技艺，在直
隶邮局观赏一枚枚体现了时代变迁的邮
票；来到西大街东段，这里的历史韵味更加
浓郁，保定稻香村、人民照像部、万宝堂老
药铺 3 家百年老字号一直坚守在这里，见
证着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

王杰径直走进保定稻香村，购买了一
盒“京八件”后，迫不及待地拿出枣花酥、牛
舌饼、桃酥等传统糕点品尝起来。“这里专
营南味糕点，小时候只有过年过节才吃得
到。不错，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除了对稻香村、万宝堂等现有非遗和
老字号企业进行店铺形象升级，我们还启
动了‘凤还巢’计划，向全市征集具有代表
性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老字号企业入驻。”
中青旅文旅公司西大街项目负责人倪建新
说，目前已有 57 家非遗和老字号企业入
驻，不但让老街重现古韵，还激发出商业活
力，成为游客喜爱的打卡地。

坚持修旧如旧，老街重现古韵

趁着夕阳西下，不少年轻人来到西大
街，站在历史建筑下拍照，青砖灰瓦成为最
具韵味的背景。如果不是工作人员提醒，很
难发现沿街建筑墙体上的青砖是新砌上

去的。
修旧如旧、避免同质化，这是西大街

改造提升坚持的理念。“我们专门从山东
定制了老青砖切片，上墙后跟原有的青砖
别无二致。这样既保护了建筑本体，又节
省了修缮成本。”保定市文发集团古城保
护建设开发公司项目部工程负责人刘校
园说，共剔凿风貌不符墙面22050平方米，
新做老砖切片 15 万余块 17461 平方米，最

大程度保持老建筑的原汁原味。
改造不仅对建筑外观进行修缮提升，

还对街区所有建筑进行了三维测绘建档、
结构安全检测、结构安全加固。

走进百年历史建筑魁顺和，原本坑洼
不平的地面铺上了地板，开裂的楼板、椽
子进行了更换，崭新的电力、通讯、消防等
设施摆放井然有序……“由于年久失修，
这成了 D级危房，加工修缮中采取内部支

护工艺，对承重墙两侧进行了10厘米厚度
的钢筋网浇筑，最大限度保护好历史建筑
原有风貌。”刘校园说。

西大街建筑种类多样，既有文物，也
有历史建筑，还有自建房，怎么改造提升
尤为重要。刘校园介绍，项目部特意请来
古建专家进行指导，针对片区内不同类型
建筑区别对待，采取保护、改造、拆除 3 类
整治措施。具体来说，对西大街上文物和
历史建筑，采用传统工艺修旧如旧，对本
体进行保护修缮，还原历史原貌；对传统
风貌建筑，采取立面改造、保留改建等改
造措施，传承传统风貌；对违章建筑，进行
安全性拆除，让街区恢复原本韵味。

记者感言
记者在西大街采访时，偶遇了保定市

冀英第五小学的孩子们，他们正在这里开
展非遗研学活动。体验泥塑、陶瓷制作等传
统技艺，品尝老字号小吃……孩子们零距
离感受到了古城历史文化的魅力。

改造提升后的西大街，改变的不仅是
老旧破败、杂乱拥堵的面貌，还找回了发展
的底气，延续了文脉、留住了乡愁。在加速
进行的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建设中，西大
街已成为展示古城文化底蕴的一个窗口。

如今的西大街，还是保定的网红打卡
地。不单外地游客，当地群众也经常去那里
拍照。每逢节庆假日，翻看微信朋友圈时，
经常会看到西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元
旦非遗市集、春节庙会、元宵灯会、读书会、
旅游节……修葺一新的西大街正逐渐恢复
昔日的繁华。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连成）园林恢复、
陈列布展、文物修缮……日前，走进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定淮军公所，只见各
项改造提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既要保
护好，更要利用好。”保定市淮军公所博
物馆馆长康广河说。预计8月中旬，淮军
公所改造提升完工并对外开放，将成为集
古建艺术、民俗文化展示、游园休闲于一
体的文化体验区。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定文物资
源丰富。仅在古城区内、护城河范围以
里，就有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大慈阁

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省、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 16 处。随着城市建设不断
发展，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面临着建
筑风貌遭破坏、街道空间被挤占、业态布
局杂乱等问题，加强古城保护利用势在
必行。

2021 年以来，保定市全力打造京津
冀世界级城市群中的现代化品质生活之
城，并提出实施“一减一增、一城一环、
四化四园”行动计划。其中的“一城”指
的就是实施3.94平方公里的古城保护更新
项目。

保定市坚持微更新、渐进式推进古
城保护修缮，在充分展示古城风貌的同
时，激活历史文化资源。项目实施分三
期推进，一期完成西大街—城隍庙片
区、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片区、体育
场—淮军公所片区、人民公园—府河公
园片区，共四大综合改造更新工程，实
现激活古城核心区目标；二期完成南大
街—北大街—东大街—大慈阁片区、府
河片区整治提升，打造古城文旅网络空
间；三期完成东风公园整治提升，实现
古城全面提升，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集中展示区。
如今的保定，古城保护工作已初见

成效。西大街开街迎客，成为中西合
璧的建筑画廊、多元交融的文旅游廊；
清河道署布展开放，是河北省首座水利
博物馆；淮军公所改造提升，打造成以
民 俗 文 化 为 特 色 的 精 品 园 林 博 物 馆 ；
直隶总督署 6 月底完成改造提升，将成
为内涵丰富、沉浸式体验的衙署文化博
物馆……古城保护将坚持文化兴市、艺
术筑城，打造古城特色与现代文明相结
合的“文化客厅”。

涞源今年改造21个老旧小区
投资 1.24亿元，共58栋楼，涉及

居民1889户

定兴颐高数字生活
街 区 项 目 签 约

项目总投资20亿元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连
成 通讯员冯云）日前，走进位
于白沟新城的迈上箱包制造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
着对出口海外的背包进行质
检、包装。“目前，我们接到了

22货柜来自迪拜地区的海外订单，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00%。”
该公司负责人张宏威说，今年一季度，该公司累计出口额 1300万
元，超过2022年全年出口额。

据介绍，一季度，白沟新城外贸进出口向好势头强劲。据海关
数据显示，白沟新城外贸公司出口 3958 单，出口额 33872.46 万美
元（折合人民币约 23.50 亿元），同比增长 447.30%，外贸经济实现
首季开门红。

今年以来，白沟新城深入推进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大力发
展外向型经济。出台《关于支持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从组团参展、培育外贸龙头企业和外贸品牌、支持跨境电子商
务、开拓国际市场等9个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成立专门的企
业专班，瞄准企业、项目所需所盼，积极靠前服务，解决企业遇
到的各类难题。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连成 通讯员马朝阳）日前，定兴县与颐
高集团就定兴颐高数字生活街区项目正式签约。该项目总投资
20亿元，将建设双子座写字楼、颐高广场等。

据介绍，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引入各类商家200家以上，形成集
特色餐饮、文化娱乐、数字文创于一体的复合型街区，增加社会就
业 5000人以上。项目将助力定兴县打造数字定兴、智慧定兴，提
升城市品质、激发消费潜力。

近年来，该县锚定现代化品质生活之城建设目标，重点实施投
入超百亿元的“城市会客厅”建设、超百万平方米的回迁安置区建
设，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同时，秉持“项目为王、服务至
上”理念，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让
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连成 通讯员张宇晅）日前，在涞源县三
中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现场，工程车辆正紧张地清理垃圾、平整场
地。今年该小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小区内的垃圾场也规划
了新用途。

据介绍，今年，涞源县将城区2005年前建成的21个老旧小区
纳入改造范围。投资 1.24亿元，共 58栋楼，建筑总面积 25.2万平
方米，涉及居民 1889户。改造内容包括建筑外墙保温节能改造、
屋面修缮改造、楼道内粉刷、小区地面整治、污水雨水管网更换、路
灯和门禁安装等。

涞源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在充分征求居民意
愿的基础上，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原则，解决居民最
现实、最眼前、最急迫的问题。在严抓工程质量监督的同时，进一
步优化施工方案，最大程度减少施工过程中给小区居民带来的
不便，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连成 通讯员赵端）“用这个一体化监测
系统，通过手机就能掌控好大棚温度、湿度等数据。”日前，顺平县
蒲上镇伍郎村的樱桃大棚里，一簇簇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种植
户王玉琴正拿着手机查看大棚温湿度情况。

王玉琴一共种植了8个樱桃大棚，除监测系统外，还安装了水
肥一体化设施，把肥料配兑成的肥液与灌溉水一起以滴灌的方式
输送给作物，提高了果品的品质。

近年来，顺平县积极发展智慧农业，将互联网、物联网、农业人
工智能、农业大数据等引入农业生产，建成高标准农田1万亩，科
技小院34个，将田间气象站、虫情监测站、无人机等越来越多充满
智慧范儿的数字化农业设备引进农业生产，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
平和生产效率，让农民越来越“慧”种地。截至目前，打造了顺平县
富硒产业示范园、腰山草莓现代农业园区等70多个现代农业生产
基地，走出了一条高效率、高品质、无公害的智慧型农业发展路径，
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连成 通讯员王娟）规范有序的售餐口、
窗明几净的配餐间、干净整洁的烹饪间……日前，在高碑店市一中
食堂的液晶大屏上，后厨的情况一目了然。

“学校食堂共设置了 55 个点位的摄像头，用餐时间全程开
放。教育行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和学生家长通过互联网、手机App
等，可以实时查看食品加工制作全过程。”该校校长杨金辉说。

据介绍，高碑店市扎实推进校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工
程，充分运用科技化、信息化、智慧化手段，对食堂后厨操作和就餐
等重点区域进行全流程、全覆盖实时监管，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做
到可追溯、可倒查。截至目前，该市在168所学校的食堂后厨主要
区域足量配置监控点位，各学校将食堂视频信息接入学校安全网
格化管理平台、“药安食美”手机 App，实现了食品安全的精准监
管、规范监管、智慧监管。

白沟新城外贸进出口
实 现 首 季 开 门 红

一季度，外贸公司出
口 3958 单，出口额
33872.46万美元，同
比增长447.30%

顺平打造 70 多个现代
农业生产基地助农增收

扎实推进校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

高碑店168所学校
食堂实现智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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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5月5日，市民在保定西大街上青砖灰瓦的历史建筑前拍照留念。
中图：5月5日，市民在保定西大街选购非遗手工产品泥鼓风车。
下图：5月5日，市民在百年老字号保定稻香村购买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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