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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老街的传承与保护

一、热点概述

有人说，老街的记忆是一段与过去相连的回忆，它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历史的沉淀，也让人们更好地

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就时下年轻人热衷 Citywalk 来说，老街之所以好逛，绝对离不开对“过去”的

精心呵护。

前几天，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传承工作现场会在绍兴召开，与会人员之前还调研参观

了绍兴仓桥直街、八字桥历史街区等。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老街下接历史建筑、上承历史名

城，大多分布在古城、古镇、古村之中，有不少已被划为历史文化街区。近年来老街的商业化开发也成

为社会热点，一面是经营几十年的老店在关门，老街坊陆续搬离；另一面是连锁品牌不断入驻……一时

间，保护与利用似乎成了“二选一”的关系。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老街往往承载着许多故事，“镌刻”着民俗“标本”，见证着生活变迁。比如，杭州北山街被称作“民

国建筑博物馆”；杭州桥西、南通唐闸、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等历史文化街区记录着中国近代工业化进

程；扬州南河下、福州三坊七巷等历史文化老街是明清以来商业繁荣的见证，在社交平台上是人人神往

的“文化打卡地”。然而，也有的老街在建设、运营多年后，逐渐迷失了自我、磨平了性格“棱角”，给

人以难以辨别之感。

实际上，对一条老街全方位、全要素的系统性保护，不仅不会挫伤沿街商户的积极性，反而能最大

限度地凝聚保护共识，增强对商户的吸引力。比如，在保护的基础上，上海历史街区沿线“冒出”了许

多新业态，风格各异的咖啡厅，老洋房里的新民宿，都在“过去”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份当下的风味。又

如，绍兴仓桥直街将活态传承深深刻进老街的每一寸肌理中，不仅保护、修复古建筑的一砖一瓦，更将

地段好、面积大的老宅利用起来，打造成陈桥驿史料陈列馆、张桂铭艺术馆等文化场馆。如今在这条 1.5

公里的老街上，800 多户原住民与 35 家非遗商家、6家文化艺术场馆相生相融，演绎出活态传承的时代

图景。

2.道理论证：

（1）保护要放在首位。老街是历史的“原物”，是传统文化的“星光”，如果不重视保护，即便日

后通过拆旧建新等方式大致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但所用的技术、材料、工艺都是新的，没有经过时间的

淘洗和沉淀，保护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保护这些老街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珍藏那一段时间历

程、那一段历史岁月。

（2）城市文脉是一座城市地域环境、人文氛围、建筑景观等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因素有机结合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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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衍生物和集合体，是城市唯一性特质的重要体现。而经过漫长的历史沉淀、拥有不同时期文化类型

的历史文化街区则是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录着城市的历史演进轨迹，反映出社会生活和文化

构成的多元性，是城市文化共时融合和历时传承最直观、最典型的场景写照，也是城市文脉最形象、最

生动的外在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

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文化街区就是城市灵魂的载体，与城市文脉的生

成、传承、创新息息相通、休戚与共。

3.对策建议：

（1）将传统建筑、现代街巷以点布线串联起来统筹规划……

（2）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微改造”和“精提升”……

（3）充分发挥群众在街区改造、环境治理中的智慧与力量……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当下“街区经济”十分火爆。打开相关社交平台，关于各地历史文化街区的旅行测评和攻略

铺天盖地袭来。但“避雷”“踩坑”等负面评价也屡见不鲜，一些街区令游客兴致勃勃去，失望扫

兴归，逐渐从“网红街”沦为“过气街”。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担忧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每一条老街都是有生命的。一条老街，浓缩着一份记忆，潜藏着一种情怀。“街区经济”的火爆，

让我看到了老街魅力在新时代焕发的生机活力，但是一些负面评价也随之产生，对此，我认为我们需要

理性看待这一现象……

第二步——意义：

其一，“街区经济”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吸引游客，带动了当地的旅游

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其二，“街区经济”有助于传承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城市内的文化遗产，

让城市记忆在发展中接续传承……

其三，“街区经济”还丰富了人们的旅游体验。游客可以在街区中感受到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体

验到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收获快乐与幸福感……

第三步——担忧分析：

首先，一些街区在开发时忽视了对特色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继承，失去了“本源性”的文化底色……

其次，在一轮轮旧城改造和城镇化浪潮中，有的老街不顾文化传承，大兴土木，被拆旧建新……

再次，一些街区因为过度商业化、同质化等问题，导致游客的体验不佳，失望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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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过渡：

这种“开发性”破坏现象，折射出重经济效益、轻文化内涵的观念，反映出保护方法不科学、保护

内容不完整不系统等问题。为避免“街区经济”的泡沫化，让其真正成为城市的亮点和文化名片，我们

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

第五步——对策：

第一，将保护放在第一位。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找到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点，

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也可以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加强科学规划，把点与点之间、片区与片区之

间的各类历史文化遗存、建设性项目统筹起来，串珠成链、聚链成群，实现整体保护利用……

第二，结合特色创新发展。街区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需要注重提升服务质量，提供更加优质、个性化

的旅游体验。同时，要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让街区的文化内涵得到充分展现，比如搭建

戏台定期演出地方戏剧、推动非遗项目进街区、举办民俗活动等，守住文化内涵……

第三，群策群力共营街区。街区是老街居民世代生活的地方，地方政府在开发时不妨运用起街区群

众的智慧与力量，请于修缮、经营之道上有所研究的居民共同参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修缮、改造和管理过

程中来。也可以多多吸纳社会资源，鼓励社会力量为街区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六步——总结结尾：

历史文化街区用好了“历史”与“文化”，方能恢复昔日繁华。我相信通过以上措施，历史文化与

现代生活能够融为一体，绘就美好的“理想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