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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成都如何打造市井生活圈
孙晓蓉 刘寅

2020年8月，成都在一环路综合整治的基础上，以一环路为轴，

左右各延伸一到两个街区，进行整体梳理策划，打造点、线、面相结合

的有历史内涵、有商业氛围、有生活气息、有文化故事的市井生活

圈。通过项目的建设与实施，一环路周边区域，将植入新业态、优化新功能、唤

醒新记忆、焕发新活力，整体打造形成体现成都历史印记的城市记忆年轮环、彰

显成都独特市井生活气质，展示蓉城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市井生活体验圈、

承载美好生活的高品质宜居地、中优发展战略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文图据戴德梁行《市井生活圈 成都市一环路功能提升整体方案》制图：徐敏

源自生活 走向世界

打造城市“新品牌”
“市井”一般是指商业集中的地

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

于市井文化的理解，早已从浅层、无

序、粗俗的生活琐事演变成质朴、纯

真、怀旧的生活方式，市井文化成为

一座城市的气质内涵，不仅是城市文

化软实力的体现，更是提升城市品牌

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不到百年以前，如今车水马龙的

成都一环路，还是两江环抱的锦官城

的 城 市 郊 外 。 成 都 一 环 路 起 源 于

1952 年为迎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新

建的一环路北三段，经过近 70 年发展

演变，一环路周边逐渐成为居住人口

高度聚集的区域，成为城市历史记忆

要素高度富集的区域，成为成都现代

城市演变最清晰的记载和成都范儿

市井文化最醇厚的表达。

2018 年，为配合地铁 5 号线和 6 号

线建设，成都开始实施一环路综合整

治工程，从西边的青羊宫、百花潭，北

边的“铁半城”，东边的“信箱工厂”，到

南边的“科教艺体”、成都城市音乐厅

……今天，19.38 公里的成都一环路周

边区域，已成为覆盖超过 100 万常住

人口，涉及 15 个街道、66 个社区的居

住人口与鲜活生活高度聚集的城市中

心区域。当前围绕一环路打造提升，

成都深植城市肌理，致力延续城市烟

火，以打造市井生活圈、建设锦江公

园、提升社区商业等为抓手，努力提升

城市品质，解决中心城区产业空心化、

塑造与推广城市品牌。

实现“烟火气”与“宜居性”深度融

合。街巷是市井文化的摇篮，也是市

井文化和国际潮流融合互生、城市形

象标签孕育发展的最佳承载地。以八

二小区为例，从老一辈成都人心中红

瓦、灰檐的苏联援华专家宿舍、记载成

都工业化记忆的典型单位大院，转变

为如今年轻人心中的美食江湖，八二

小区成为了市井化、成都调性的纯正

表达。未来，八二小区将进一步以文

创主题 IP 提升片区标识，打造睦邻空

间完善公服配套，升级传统业态，联动

339 创意娱乐消费，打造区域级文创商

业新中心，在传承市井文化的同时，解

决中心城区产业空心化的难题，提升

居住环境和消费体验。

提升城市品牌国际影响力。发展

市井文化，不仅要对内服务于居民生活

和产业发展，更要对外助力城市标签塑

造与国际影响力提升。如一曲《成都》

带火的玉林西路，随着城市有机更新的

不断深入，不止于小酒馆和美食等传统

标签，围绕玉林四巷打造爱转角文创街

区，依托玉林四巷6号载体进行更新改

造，主打文创服务、休闲餐饮服务、文创

孵化，让玉林的文艺基因和市井烟火不

断融合，逐渐成为国际国内游客在成都

的新晋网红打卡地。

纵观国内外国际化大都市，北京

的胡同、上海的弄堂、伦敦的酒吧、东

京的霓虹，是城市展现给世界最独特

的印记，是城市在国际化浪潮里站稳

脚跟的“核心竞争标签”，是城市品牌

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永续动能。相信

随着成都一环路打造市井生活体验

圈深入推进，成都市井文化的影响力

将逐渐扩大，最终反哺于城市品牌塑

造，成为其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独特

气质标签之一。

全球视野 未来已来

打造城市“新橱窗”
成都推进市井生活圈建设，将以

一环路的建设发展为起点，促进“三城

相重”的历史肌理转变为环+放射性

道路的现代肌理，更好承载成都现代

城市演变记忆，展现成都市井生活时

代画卷。

着眼宏观，以构建城市记忆年轮

环为目标，市井生活圈建设不仅仅着

眼于一环路，而是站在城市整体战略

高度，对内联动两江环抱的天府锦城

和锦江公园，对外联动二环、三环、绕

城高速周边的锦城公园、田园绿道，共

同构建记录从 2300 年历史走向未来

的成都城市扩展、市民生活变迁、生活

方式转变和生活水平发展的成都城市

记忆年轮环，实现不同人群多样化的

城市生活需求都能获得个性化、差异

化的满足。

放眼微观，打造“市井生活圈”，则

是将功能性的城市向人本化的城市转

变的关键之举。以一环路左右街区为

实施重点，将原本的干道轴线交通功

能向街巷的生活服务功能拓展，“以环

为轴、内外为片、街巷支撑、串珠成

势”，在构建一环路形成城市橱窗的同

时，突出成片打造理念，以一环路两侧

的中小街道和后街子巷作为未来高品

质市井生活的核心承载对象。这样，

一环路 19.36 公里的长度，拓展成为市

井生活圈 23 平方公里的广度，6 个行

政区也被细化为 35 个实施片区进行

系统打造。

从轴线交通功能向街巷服务功能

延伸，从风貌整治向场景构建拓展，

“市井生活圈”的打造手法，将遵从城

市有机更新的理念，实现形态提升、功

能提升与业态升级、社区治理的同步

实施。对具体提升策略，成都在充分

剖析包括纽约、伦敦、东京、上海等国

内外大都市的成功案例基础上，总结

其空间尺度与业态层次的对应、历史

文化与城市记忆的保育活化、反映本

土特色的个性化生活场景打造、社区

治理与城市硬件更新相融合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进而形成对成都市井生活

圈包括“场景营造”“记忆传承”“功能

提升”“交通组织”“社区治理”5 个方

面的具体提升策略。

场景营造。明确分区、分级、分类

差异化打造不同的生活和消费场景，

避免市井生活“千篇一律”。分区，就

是基于不同街巷片区历史文化、城市

记忆现状载体、特色资源、特色业态，

营造差异化的市井生活场景。分级，

则是将市井生活圈的主要打造载体，

细分为 3 个级别：交通干道——承担

主要交通通勤和市井生活橱窗展示，

中小街道——承担品质消费场景和街

道美学展示界面，以及后街子巷——

承担市井烟火气息体验和社区居民交

流服务的主要场所。分类，则根据《成

都市特色商业街区建设指引》场景类

型划分，提出不同的业态组合。除此

之外，还将采取业态负面清单的办法，

对构建品质化场景形成保障。

记忆传承。明确提出了对包括历

史建筑、历史标志、文保单位、老字号、

特色植物的保护、保育、活化，强调打

造市井生活圈而不是创造城市新景

观，注重对城市肌理、城市建筑、城市

生活的有机保护。记忆传承还不止于

保护，更能对上述场景构建给予内涵

支撑和价值升级，让城市烟火与美好

生活从历史延续到未来。

功能提升。重在系统优化这些略

显老旧的中心城区的整体服务品质，

构建起既有独特的生活风味，又有居

住舒适度和生活便捷度的街巷院落。

因此，除了原有道路优化和管线优化

等提升内容以外，更强调了包括停车

场、公共厕所、公共空间的功能优化提

升，以及智慧管理的硬件和体系在片

区功能提升方面的建设使用。

交通组织。旨在对城市中心区域

未来交通体系与通勤效率的优化提

升做统筹考虑。一环路沿线已经有

10 余个地铁站点，在此基础上打造轨

道 + 社 区 公 交 + 慢 行 的 绿 色 交 通 体

系，是解决中心城区目前交通问题的

关键抓手，也是带动未来市井生活体

验圈有效运转和品质保障的重要策

略。重构社区交通微循环线路，串联

起地铁站点与上班的路、回家的路等

关键环节。此外，策略特别研究和建

议了通过智慧化手段实现区域停车

的分时共享，有效连通城市中心交通

的供给与需求。

社区治理。提升治理水平是未来

市井生活圈持续力和生命力的重要保

障。也只有高水平的治理能力，才能

保障高品质的宜居空间和消费空间的

长期可持续。当前与今后，一是根据

不同业态、场景和功能，实施“针灸式、

精细化”治理策略，提升社区发展治理

成效。二是构建长效化治理机制，充

分调动城乡居民、市场资源参与社区

共建，促进社区共商共建共享共治，打

造安全、有序、活力的市井生活圈。三

是搭建智慧化的管理网络，打造智慧

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城市记忆年轮环，市井生活体验

圈，公园城市示范区，成都的市井文化

源自生活，必将走向世界。承载成都

现代城市演变记忆，展现成都市井生

活时代画卷。历史还在，未来已来，以

打造市井生活圈为契机，成都将更加

坚实地迈向满足人本需求的世界城

市，建设推门就是美好生活的中国未

来城市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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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鲜明提出建设和

谐宜居生活城市的目标，既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契合

城市特质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城市演进规

律、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重大战略。生活

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形态和持久竞争力。

大力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建设美丽城市、创造

美好生活，把生活城市作为成都永续发展的最

高目标。

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以其休闲、

宜居等著称于世。人民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

具象于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市的发展目标

之上。应该说，成都人的生活是一种美学，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惬意为生态基底，以古已

有之的游赏之风为文化底蕴，以新天府的生活

性服务业为产业支撑，兼具舒适便捷、人文品

质以及个性多元的生活场景。这种以美学为

旨归的生活模式，在国内外城市发展中都具有

示范性和引领性。

冯
婵

古已有之的游赏之风
成都人自古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这里，日子不只是

衣暖食饱，而是有着对欢乐和美好孜孜不倦地追求。

自李冰建都江堰，辟内外江治水患，成都平原“水旱从人，

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中富庶，百姓悠闲，

从“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

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

市，十二月桃符市”（北宋赵扌卞《成都古今集记》），月月有市，

物甲天下。“时方承平，繁盛与京师同”（宋代周密《癸辛杂识》

续集上）。“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

乐”（元代费著《岁华纪丽谱》），春夏秋冬、四时八节，全城出

动、游赏娱乐。

在成都的游赏，不只文人墨客们的雅趣，而是倾城出

动、街巷拥堵的全民娱乐。翻阅古籍，我们既能看陆游从

“青羊宫到浣花溪”走马观花、沉醉如泥的肆意游乐（陆游

《梅花绝句》）；还有那些“衣食常苦艰”，却仍然能“游乐不知

还”（宋代苏轼《和子由蚕市》诗）的普通耕种者“共忘辛苦逐

欣欢”的纵情游玩。可见在成都，历来就有不论富贵、不分

贫贱，倾城游玩、踏青游江、泛舟宴饮、酒肆茶坊、通霄达旦

之全民游赏的风尚。

新天府的生活美学
现在的成都到处都是好（hǎo）吃的、好（hǎo）耍的，成都

人也好（hào）吃、好（hào）耍。过年逛庙会、春日看桃花、夏

季避暑青城、秋天锦绣芙蓉、冬至羊肉飘香。成都人的耍，讲

究情调、趣味和自在，天热了打个麻将要置身青山、濯足溪流；

吃个火锅要观湖景、上树屋，和着云蒸雾罩的“仙气”沸腾起麻

辣鲜香的油汤；喝个茶要晒着太阳、泡在翠竹梅林之间，有人

采耳、有人摆龙门阵。

世人都说成都人爱耍，也会耍。其实，是成都人善于在平

平常常的生活里发现美，欣赏美，以及创造美。成都人的生活

是烟火气十足的，同时，也是极富审美情趣的。

成都人其实一点儿也不俗，他们擅长雅俗共赏。成都人爱

逛博物馆，这里有大大小小上百座博物馆，每逢节假日都要排

起长队。成都人爱阅读，不只是天府广场的省图、文翁路的市

图，常常座无虚席；从太古里的方所、银泰的钟书阁，再到言几

又、西西弗、茑屋书店、新山书屋，成都的书店多达3000余家，

居全国第二。定期举办的“成都国际诗歌周”“成都国际艺术双

年展”“成都国际非遗文化节”，让全世界的诗人、艺术家、非遗

传人会聚于此。

成都人其实一点儿也不闲，他们喜欢忙里偷闲。唱着“双

城记”，与重庆相向而行，引领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

活宜居地；服务着新格局，既全面融入国内大循环，又构筑内

陆开放新高地；建设着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推

动着“一山连两翼”的城市格局千年之变；还在忙着筹备大运

会，以赛事营造美好生活，向世界展示成都风采。

成都人其实一点儿也不慢，他们总能“快”中求“慢”，把控

悠哉游哉的生活节奏。一天齐开5条地铁线，十年之间轨道

交通线网里程达到558公里，以最快速度、最高质量跃升全国

城市轨道交通“第四城”。又开建空铁，首条旅游空铁试验线

预计将在明年年中建成，洋气的全透明车厢将带你风驰电掣

于空中。处在内陆的成都，也还不忘发展国际知名旅游港口，

游轮货船将穿梭在锦江、沱江、三岔湖上密布的各码头之间。

成都还将成为国内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是仅次与

北上广的“航空第四城”。此外，成都新经济活力指数跻身全

国前三；在2020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榜单中，也荣升为全国第

三；世界500强企业、重大赛事及活动数量等众多优势都位列

三甲。

成都的生活美学如陈年老酒般，逐渐散发出醇香的味道，

也向外界播撒着成都的声名。成都不仅连续12年蝉联“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而且荣获“2019年全国最佳引才城市

奖”，并荣登《财富》杂志“大学生和青年求职者吸引力城市”榜

首，成为新一线城市中最受年轻人喜欢和中高端人才净流入

率最高的城市。这里有着“创新创造”的城市动力基因，“优雅

时尚”的城市人文气质，“乐观包容”的城市文化态度，“友善公

益”的城市文化温度；不仅如此，成都还能许你一座“看得见雪

山的阳台”。

生活之于成都就是美学。成都人对平常的日子，多了一

分知足之心，多了一分包容之心，多了一分善良之心，多了一

分乐活之心，生活也就报之以惬意和情趣。成都人相信，你若

足够热爱，那么生活就足够美好。（原载于《成都日报》2020年

12月23日07版）

资料来源：成都日报见报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