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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老街不止十里长

一、热点概述

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热点。如今，各地的老街成为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的热点。许多老街在保留历

史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缮和开发，吸引了大量游客。如台州路桥的十里长街，不仅是浙江省内保存较

为完整的江南水乡传统街区之一，还通过举办“廿五间”大宋集市、非遗嘉年华、戏剧节等主题活动，

吸引游客体验宋韵非遗，成为当地的旅游名片。

城市记忆与情感寄托。老街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和人们的情感寄托，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对于

远行的游子来说，老街是他们心中的乡愁。比如一些老街在改造过程中，注重保留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

传统习俗，让人们在老街中能找到儿时的回忆和熟悉的乡音。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历史悠久见证变迁：以台州路桥十里长街为例，其南起石曲，北至河西，长约 3.5 公里，始建于唐

乾宁三年，当时台州刺史杜雄提议开凿官河，百姓沿河筑室安家，形成了长街最初的样子。此后，它历

经宋室南渡、明清等时期的发展，见证了城市的兴衰变迁。

建筑风格独特：老街的建筑往往具有独特的风格，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十里长街的建筑不施

彩绘，“不厦两头”，灰雕是最大的亮点。这些建筑风格体现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和审美观念，也反映了

当时的建筑工艺水平。

文化活动丰富：许多老街都有丰富的文化活动，如戏曲表演、传统手工艺展示等。十里长街在清道

光至咸丰初年间曾是台州一带最大的戏服集散地，如今依旧有一段街区专售传统戏服，东岳戏台也依旧

热闹，台上丝竹声声，台下人流如织。

2.道理论证：

文化价值论：老街作为城市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价值。它们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传统价值观。保护老街，就是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让后人能够了解

和传承先辈们的文化遗产。

情感纽带论：老街是人们情感的纽带，它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归

属感和认同感。对于当地人来说，老街是他们成长的地方，有着无数的回忆和情感。对于游客来说，老

街则是一个了解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的窗口，能够让他们产生情感共鸣。

经济带动论：老街的发展能够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经济效益。一方面，老街的旅

游开发能够吸引大量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老街的繁荣也会带动周边商业的发展，

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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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很多地方都注重对老街的保护与开发，如“老街不止十里长”所描述的

那般，老街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情感记忆，也具备旅游开发等经济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有

的老街保护与开发工作却不尽如人意，出现过度商业化、破坏原有风貌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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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过渡-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城市的脉络中，“老街不止十里长”，它犹如一部活着的史书，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老街，

作为城市发展的见证者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与开发已成为当今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第二步——意义：

老街蕴含着丰富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文化层面来看，它是地域文化的瑰宝，每一块石板、每一座古宅都镌刻着历史的痕迹，传统

的建筑风格、民俗风情、手工艺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得以延续，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为文化自信的树立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在情感与记忆方面，老街是几代人生活的家园，邻里之间的欢声笑语、儿时的嬉戏打闹，这

些珍贵的回忆与情感纽带都深深扎根于此，它为人们提供了心灵的归宿和情感的寄托，让漂泊的灵魂有

处可依。

第三，同时，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合理开发的老街能够成为旅游胜地，吸引大量游客，带动周

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产业的繁荣，创造就业机会，成为地方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第三步——危害：

然而，当前老街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危害。

首先，过度商业化现象泛滥，使得老街失去了原本的古朴与宁静，大量同质化的商业店铺充斥其中，

售卖千篇一律的旅游纪念品，而忽略了老街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挖掘与展示，导致老街的文化底蕴被商

业浪潮逐渐侵蚀。

其次，部分开发项目缺乏科学规划与有效监管，对老街的原有风貌造成了严重破坏，古老的建筑被

拆除或改建，传统的街巷格局被打乱，老街的历史连贯性与完整性遭受重创，仿佛一条断了线的珍珠项

链，失去了其原本的魅力与价值。

另外，居民的权益也常常在这一过程中被忽视，原住民被迫搬迁，远离熟悉的生活环境，而留下来

的居民也面临着噪音污染、交通拥堵等生活困扰，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第四步——过渡：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老街保护与开发的紧迫性与重要性，积极寻求妥善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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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对策：

第一，在科学规划方面，应组织专业团队深入研究老街的历史文化脉络，结合现代城市发展需求，

制定全面、细致且具有前瞻性的保护与开发规划。明确划分不同功能区域，如核心保护区严禁任何破坏

性行为，文化展示区重点突出老街的历史文化特色与民俗风情，商业开发区则在遵循整体风格的前提下

合理布局商业业态，确保老街的历史风貌与现代商业需求相得益彰。

第二，加强监管力度至关重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与监督机制，对开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

严密把控，对于违反规划、破坏老街风貌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绝不姑息。同时，规范商业运营管理，

避免恶性竞争与过度商业化破坏老街的文化氛围。

第三，居民参与是老街保护与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要充分尊重原住民的意愿，保障他们的合

法权益，鼓励他们以多种形式参与到老街的发展中来，例如参与特色民宿经营、传统手工艺展示与销售

等，使居民能够共享老街发展的成果，让老街依然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第四，深入挖掘老街的文化内涵并加以传承创新，通过举办文化节、民俗活动、建立文化博物馆与

体验中心等方式，将老街的文化魅力全方位地展示给游客与后人，让古老的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

的活力。

第六步——总结结尾：

总之，老街是城市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老街不止十里长”，它的长度延伸在岁月的长河里，它的

价值蕴含在历史的沉淀中。我们必须以科学、合理、可持续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与开发，让老街在新时

代的浪潮中既能坚守历史文化的根基，又能绽放经济发展的新花，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承与创新的

重要桥梁，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人们的心灵留下一片永恒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