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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雨的滋润下，福安大地欣欣
“巷”荣。走进烟雨藏诗意的城南古街
巷，感受“春风十里，不如读你。”聚焦
老城区“微改造、精提升”， “小而美”
活跃“文艺焕新”， 收获市民广泛点赞。

微更新：

变“旧”建筑为“新”街景

城南街道位于福安市区南部，地处福
安城区繁华地带，素有福安南大门之称。
这里是福安历史上儒释道的汇集地，钟灵
毓秀，人文荟萃，是城区保存老旧建筑最
多的历史街巷。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南街巷老旧建筑
在历史长河里冲刷着，逐渐失去往日的光
辉，外墙泛黄发旧，疲态尽显，像垂垂老
矣的老人发出叹息声。再加上早期基础设
施规划差，建筑物参差不齐、门头牌匾破
旧不堪，舒适度相当差。城区的立面，犹
如城区的一张“脸面”，只有维护好、保
养好，才能提升颜值、展示形象。2022
年2月16日上午，城南举行莲池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开工仪式。该项目总投资12000

万元，重点改造提升莲池、东风2个老旧
小区，对各条街巷整体立面、住宅楼和老
旧路面进行改造整修及周边“三杆两线”
等公共文体服务配套设施建设。开启建筑
外立面“美容”模式以来，通过安装特色
空调架、统一外立面、统一店招等精致微
调，旧楼“返老还童”神采焕发。

所谓街道城市“微更新”，是紧扣居
民实际生活需求，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碎
片式的更新。其宗旨是通过最小的干预，
以“古今对话”焕活建筑物。城南旧事，
今翻新篇。老旧建筑外立面翻新，不仅提
升街道美观度，更提高人居环境的品质，
最终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微活化：

变“静”资产为“旺”资源

城南街道的莲池社区，东至金山北路
中线，西至湖滨路龟湖，南至解放西路中
线，北邻中兴社区，面积约 0.5 平方公
里。这里俗称“莲池头”，是福安城区最
古老的街区之一，也是福安城区历史上儒
释道的汇集地。这里拥有“两山一湖”

（金山、湖山和龟湖）；建有“两宫一寺”（学宫、
七圣宫、三宝寺）；还有“五祠一堂”。

历史建筑，保护好也要用好。如何平衡
“护”与“用”？在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既
能加深历史建筑与群众生活的联系，推动
历史建筑在继续服务社会中焕发生命力，
又能为发展文化旅游、打造地域品牌提供
助力。在街区改造中，莲池社区通过“古
建老宅活化利用伙伴计划”盘活闲置资
源，越来越多历史建筑在合理利用中释放
出发展潜力。

莲池社区以“居民点单——临时党组织
派单——社区或共驻共建单位接单”的服务
体系，发动11家共驻共建单位、226名在职党
员主动回到社区报到，融入“微力量”让老建
筑焕发新活力。做根雕、搜奇石、藏字画……
长年在上海经营原野根雕艺术馆规划、设计
与建设业务的陈峰，毅然放弃都市生活，带
着收集的 2000 多件藏品投身家乡的“老城
焕新颜”事业。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活化是
最好的传承。陈峰在寻常巷陌里，下足保护
利用“微功夫”。既保持历史建筑的原有风
貌，又注重内外兼“修”的“微修复”。踏
上石板路，拐进通幽巷弄，伸长脖子窥探莲
池“原野”小院，窗格、门扉、池、花木、
山石……巧于因借，借景成画。 “老房
子”变“好房子” ，带来的不只是“古
建+”文化增量，还有“旧旧的新”的别样
活力，吸引了众多古籍爱好者“寻宝”。

活化是长效的传承，利用是最好的保
护。城南街道党工委书记缪建辉指出：在历
史建筑活化利用过程中，鼓励进行因地制宜
的差异性活化利用。鼓励用作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民间工艺传承、老字号经营等，鼓励
引入众创空间、文化创意、特色餐饮、民宿客
栈等与文化价值特色相适宜的经营活动。

微创新：

变“背”街巷为“融”业态

拆不掉的坊巷，抹不去的记忆。目前，
莲池历史文化街区共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文化

点92处，漫步其间，不时就会和文物古
迹撞个满怀。 “微创新”，是要在做好
文化街区保护的同时，探索社区、商
区、景区融合发展。

以文物古迹为珍珠，以街巷为线
绳，“串珠成线”。东门头民俗文化街区
历史久远，280多米长的东大路演绎见
证了福安民间底层初始经济、民族工
业、集体、国有经济的变迁。近年来，
城南街道非遗文化融入日常、活化发
展，在历史文化街区打造“东大路民俗
文化一条街”，将婚庆习俗、乔迁习
俗、金银器制作技艺等各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引入街区。现如今，东
大路已然成为福安民俗“福”文化的载
体和福安民间手工艺品经营聚集地。该
市60％以上金银饰品珠宝行、旗袍、龙
凤褂等商铺入驻在此，是一方老百姓衣
食住行的承载平台。

互联网时代下的微创新， “门前
三包”电子化、垃圾分类智能化、街面
管理可视化、管理对象责任化，统一的
智慧平台，实现统一调度和管理。作为
省级城乡品质提升样板工程，位于莲池
历史文化街区西南端的花漾街区，茶
店、咖啡馆、清吧等林立。夜幕降临，
在那诗意氤氲的湖畔，一间间店铺渐次
亮起灯光。六暮熏清吧，三五张露营方
桌，一套架子鼓，伴随着柔和的音乐，
洋溢着一股花漾的古风。“背倚湖山，
面朝龟湖，把梦想打开吧！我允许你趁
着微醺，让芬芳肆意蔓延……”一群年
轻人一边欣赏着音乐，一边举杯相饮、
谈天说地。清吧的文艺氛围十足，尽显
艺术、心灵幻象“年轻态”。

最忆莲池烟火处，一组组形态各
异、大小不等的雕塑，“遗”见城南

“膳意”。微创新巧妙融入历史价值与现
代生活，让背街小巷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与活力。如今的莲池历史文化街区，古
韵与现代融合，老街与新景共生，成了
吸引年轻人的网红打卡点。

微改造焕新颜 古街巷绽芳华
□ 郑望

走进下白石镇下岐村，依山傍水的村
落里，一栋栋楼房整齐排列，笔直洁净的
巷道从村头延伸至村尾，白马公园、渔民
广场、休闲长廊，海鲜一条街等点缀其
间，为当地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吸引
周边游客参观打卡。望着眼前的景象，很
难想象，二十几年前，下岐村700多户船
民还过着海上漂泊、以船为家的苦日子。

历史上的下岐村，村民祖祖辈辈以在
浅海滩涂“讨小海”为生，一条小木船就
是几代人的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被称
为“连家船民”。

“那时候，我们就捞点小鱼拿到街上
换点米和地瓜吃，一天只有两顿饭可以
吃。人在船上漂泊，心也是飘的，我自己
也对未来很迷茫。”谈及以前住在船上的
生活，下岐村村民江五全十分感慨。

挪穷窝，才能拔穷根。20世纪90年
代，宁德在全省率先实施“造福工程”。
下岐村采取“分期分批，全面搬迁”的办
法，将2300多名渔民安置上岸。

1999 年，江五全一家搬上岸，他和
大哥合建了一栋三层的楼房，130平方米
的建筑里有水有电，他们把母亲接来，一

家人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海上漂泊久了，刚上岸的时候对

于‘定’下来的生活还是有点不适应。主
要是那会儿，我除了捕鱼、‘讨小海’
外，可以说别无他长。不少渔民也像我一
样心怀顾虑，寻思上岸定居后怎么生活的
问题。但是既然党和政府为我们船民解决
了这么多问题，在谋生问题上我们一定要
自力更生。临海而居，靠海吃海，不过‘吃
法’肯定要与以往不同。”江五全表示。

在村委的帮助下，江五全开始了海蛏
养殖，还参加了技能培训，成了一名船舶
管道安装工，每年有 6 万多元的收入。
2015 年，他和哥哥合伙从事外海捕捞，
一年就赚到了9万多元。

“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后，当地的党
员干部坚持“四下基层”察实情、找问
题、谋良策、促发展，引导村民发展水产
养殖、海洋捕捞以及贸易、物流、餐饮等
产业。

下白石镇有42个行政村，人口将近6
万人，各个行政村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
件不同，发展也不均衡。2021 年，下岐
村和下白石村带动八个产业薄弱村共同经

营，建成集连家船民吊脚楼和连家船参观
体验、海鲜交易、海鲜加工、采购和品尝
为一体的海鲜一条街。

目前海鲜街一期商家已全部入驻，入
驻商家共有3家酒楼、1家直播带货工作
室、2 家海鲜批发零
售、1 家特色产品商
铺，通过收取租金形
式，每年村集体收入
增加50万元，

现在，江五全在
家门口的海鲜街做起
安全员。“我现在的
生活和以前没上岸的
日 子 简 直 是 天 翻 地
覆，原来的我能混一
顿是一顿，现在的我
不仅能吃饱穿暖，生
活有滋有味，而且在
家门口就能挣钱，日
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下白石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郑月娥表
示，下一步，打算将

海鲜街、下岐村、“海上田园·多彩渔
村”宁海村等特色资源，串联成一条从（宁
德蕉城区）金蛇头——宁海（村）——下岐
（村）的精品旅游路线，将风景变成产业，以
此推动下白石海鲜小镇的建设。

如今的下岐村成为了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省级美丽乡村、省级乡村振兴示范
点，实现了发展跃迁，人均纯收入从上岸
时的不足千元提高到 2024 年的 36066 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133万元，“连家船民”日
子越过越好。

“连家船民”：从“漂泊不定”到“安居乐业”
□ 黄钰姣

下岐村村民在自家大黄鱼养殖塘里播撒饲料

龟湖花漾街区 李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