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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市中区：当好城市有机更新的排头兵

“修旧”续文脉，老旧街区焕发新生
杜春娜 通讯员 孙化鹏
济南报道

老街迎新貌
上新街再“上新”

斑驳的青石板、历经风霜雨
雪的老建筑……位于济南城区中
心的百年上新街，是一条承载着
岁月痕迹与文化底蕴的街道，颇
具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

近年来，上新街正在悄然地
发生着改变。老居民院落进行改
造和装饰、老建筑修缮一新……
上新街的更新改造如火如荼，不
断释放新的生机活力。

上新街北起泺源大街，南接
文化西路，是济南一条百年老街。
由于街道南高北低，自北向南行
走，有步步高升之意，故而得名

“上新街”。1924年《续修历城县
志》附“济南城厢图”中，街南段标
注上新街，街北段标注半边店街，
1980年整顿换制门牌时，将饮虎
池前街（原名半边店街）、上新街
棚户并入，统称上新街。

20世纪伴随着齐鲁大学的建
成，上新街片区形成名流聚居区，
人民艺术家老舍、京剧大师方荣
翔、“一代跤王”马清宗、山东画派
创始人关友声等数十位名人大家
都曾在此居住，大碗茶文化、药市
会市集、大罩棚市集等多项民间习
俗也可在此找到足迹。万字会旧
址、景园、田家大院……上新街凝
结了众多历史文化的建筑遗产。

作为一代济南人的城市记
忆，一百年前，上新街曾是整个老
济南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一条上
新街包容万象，便是泉城济南老
城风韵与包容精神的生动注脚，
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相汇，并
存发展，展现着济南传统又开放
的一面。

承载济南文化记忆的上新
街，它的更新改造万众期待。

在市中区委十三届八次全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市中区委书
记鞠正江表示，要重点做好上新
街片区规划建设，充分挖掘街区
文化底蕴、建筑特色、街区肌理、
空间布局、文化内核、历史沿程，
打造好特色历史街区。

上新街片区如何保护与利用？
记者了解到，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通过“留、改、整”并举的工作思路，
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与利用并重。

同时，围绕文创艺术娱乐、时
尚休闲零售、精品餐饮、产业办
公、休闲旅居等五大业态，上新街
片区规划“新潮国风”“新艺创想”

“新享时光”“新养天地”四大项目
功能分区，打造全新的济南青年
潮流聚集地，并引入文创、国乐、
非遗手作和老字号等业态品类。

此外，上新街片区将最大程
度保留济南原有民居风貌的真实
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
通过打造生态景观和国风亮化营
建新旧碰撞的共生场景，结合近
代文化、建筑风格、中西元素的街
区特征，以声、光、水、电、气、雾影
和AR技术等为媒介，将原有的建
筑风貌和在地文化与现代技术相
融合，提升环境体验氛围和场景

丰富度，塑造城市漫步和国风夜
游的新画卷。

时尚与复古并行
百年商埠焕新生

在市中区，不仅有百年老街，
更有百年商埠。

一座老商埠，半部济南近代
史。老商埠里既有民国建筑的风
韵，也有中西合璧的风情，经纬纵
横交错间见证了济南百年的开放
和繁华。

市中区作为百年商埠的主要

承载区，自1904年开埠以来，诞生
了济南历史上第一家外国银行、第
一家电影院、第一家西餐馆、第一
家商埠公园、第一家自然博物
馆……至今，还汇聚着瑞趺祥、隆
祥西记、亨达利等知名老字号，以
及山东邮政管理局旧址、德国领事
馆旧址、小广寒电影院旧址等国家
级文保历史资源。

老商埠是济南的文化根基所
在、命脉所在，也是泉城济南的根
与魂所在。这是济南的历史，也是
济南的精神。近年来，依托老建筑
特色，打造玫瑰瀑布、爱心斑马线、

夹心胡同、巨型玫瑰熊，融汇·老商
埠营造了十足的浪漫氛围，成为济
南的网红新标识，也带动了整个商
业街区的消费经济。

当济南的记忆和美食、艺术、
潮流、打卡集合在一起，时尚与复
古成为老商埠的关键词，老商埠也
成为济南人找寻老济南记忆的地
方。如今走在老商埠的街巷中，美
食、潮玩令人目不暇接，民国建筑
与现代的创意元素相映成趣，百年
商埠成为外来游客的必选之地。

其实，为加快推动商埠区的复
兴发展，市中区委、区政府于2021
年11月提出了济南中央商埠区战
略。2023年以来，商埠区更被纳入
济南古城保护提升工作领导小组
进行统筹谋划和实施。

实施中央商埠区战略，关键在
于它的复兴发展，核心在于城市价
值的提升。为此，市中区将在巩固
近代文化风格主基调的基础上，突
出历史文化传承、突出创新开放发
展、突出高端品质定位，聚力打造
高端“文、旅、商、住”为一体的济南
近代历史文化风貌区，努力在片区
风貌、产业业态、功能布局上与明
府城片区形成相互辉映、相互协调
的差异化城市发展格局，共同助力
济南城市价值的全面提升。

鞠正江提出，要精细设计中央
商埠区的区块功能、土地使用、推
进时序、建设改造和产业导入，在
有效保护历史建筑、留住老城韵
味、保留商埠特色的同时，因地制
宜导入文旅文创、商贸消费、金融
科技等产业，实现有效空间的利用
最大化、价值最大化、效益最大化。

在充分保留原有街巷肌理和
格局的基础上，植入商埠文化属
性，在老建筑空间内搭载了许多当
下流行时尚的新经济新业态，老商
埠实现了整体保护与全面提升。

开风气之先，创至善之业。一
座焕新的老商埠正在商业文化、潮
流文化的碰撞中擦出新火花，逐渐
成为独一无二的城市新地标。

传承城市文脉
城市更新有序进行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
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
部分。上新街、老商埠，它们寄托
济南人的情感记忆，展示城市气
度，在城市更新行动中诉说着老
济南的故事。

近年来，市中区坚持把老街区
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
史文脉相统一，既改善人居环境，
又保护历史文化底蕴，探索让历史
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事实上，老街区作为城市文
化的重要载体，其保护和更新是
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奋力在推进城市有机更新
上当好排头兵，市中区建立可持
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主动谋划，善
用产业思维和艺术眼光，立足“一
环、一轴、多点”框架，有序实施外
部空间拓展、老城老旧片区更新、
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促进城
市精明增长，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和品质。

对此，市中区坚持“优化二环
南、转战二环西”，围绕“二环南”
沿线，有序推进领秀城、南北康、
中海、华润等零星片区开发提升，
完善市第一人民医院、兴隆公园
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进一步提
升“南部新城”的交通、配套、生态
建设水平，提升片区承载力和带
动力；聚焦“二环西”沿线，抓好白
马山、七贤、陡沟片区联动开发，
在改善区域面貌的同时挖掘沿线
可用土地，开辟市中发展的“新战
场”，力争用5-10年时间，再造一
座产城融合的示范新城。

同时，市中区抓好老城老旧
片区更新，以“大纬二路—英雄山
路”为主轴线，串联“经十路”“经
七路”“经四路”等交叉线路沿线，
北部重点推进老商埠、上新街等
片区更新，中部策划启动体育中
心、英雄山西、西八重汽片区更
新，南部适时启动东、西十六里河
片区改造，加强以产业载体建设
为导向的老旧片区更新，结合低
效用地盘活、老旧小区改造、载体

“腾笼换鸟”，重塑城市发展活力。
此外，市中区全力推进城中

村改造，将系统实施文庄片区、王
官庄片区、七贤杨庄片区等改造，
着力在提高空间利用率、调整商
住平衡、打造宜居生态等方面下
功夫，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
质量、优化城市环境品质为导向
全心全力推进城中村改造。

“城市更新要以城中村改造、
老旧小区更新为主战场，抢抓政
策机遇、争取政策支持、加快更新
节奏，进一步丰富产业业态、促进
职住平衡、优化环境生态、提升生
活品质，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产
城融合。”鞠正江说道。

秋日胜春朝，奋斗正当时。惟
实励新的市中区正不断遵循城区
的发展规律，在城市更新中留住
城市记忆、传承城市文脉，为高质
量发展蓄力。

71岁的于永彬几乎每天都要从上新街片区走一趟，他站在项目工地外，张望着改造情况，见证
这里一天天的变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新街，了解这里的故事。”于永彬盼望着。

上新街、商埠区……济南市市中区一个个城市更新项目逐渐呈现在市民眼前。近年来，市中区
一直致力于在城市更新中，把保护、传承与利用有机结合，推进老城老旧片区的有机更新，做到既
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又提升现代城市的功能和品质。

中山公园旧书市场。

历史气息浓厚的上新街建筑。刚永超 摄

英雄山立交桥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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