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起点推进永庆坊片区二期改造等工程
努力打造“老城市 新活力”示范片区的建议

近年来，荔湾区委区政府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聚

焦老旧街区“痛点”，投入了大量资金对老旧街区实施微改造，

助力老旧街区“大变身”，使老旧街区重新焕发青春活力。通

过实施微改造工程，永庆坊一期项目自 2016 年 9 月完工并投入

运营以来，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特色街区、广州老城新景区、年

青人聚集的活力区。

2018 年 10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亲临荔湾区

永庆坊和粤剧艺术博物馆视察，作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

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

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

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的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绣花功夫”促进人

居环境改善，以具体成效展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

出彩”，建议高起点推进永庆坊片区二期改造等工程，努力打

造“老城市 新活力”示范片区。

一、共商共建，充分体现民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强调，“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这是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的生动实践。永

庆坊片区二期改造等工程，要坚持以居民需求和实际情况相结

合，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注重文明传承、文化

延续，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确保改造内容为民务实、

切实提升小区居住体验。要注重宣传、动员，充分发挥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

理积极性，争取居民支持和积极参与，从规划设计到实施建设，

实现市-区-社区三级联动，成立“共同缔造委员会”参与项目

建设，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街区社会治理模式。

二、优化人居环境，加强品质提升。坚决落实“在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的要求，实施城市有机更新。系



统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完善配套设施。以“绣花”

功夫实施城市更新改造，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优先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稳步推进市政、绿化、交通、消防等各大方面全面

提升。使街区整体环境和风貌大幅提升，城市小区功能日益完

善，人居环境安逸舒适，切实提高居民的满意度，让居民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保留历史底色，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广州西关

保存着广州最为完整的骑楼建筑群，集聚着粤剧曲艺、武术医

药、西关打铜、广彩、广绣等传统文化和民间工艺，承载着广

州人记忆深处的“乡愁”。要时刻谨记习近平总书记“文明传

承、文化延续”嘱托，把承载着岭南文化精华的历史街区、历

史建筑保护好，以“绣花”功夫“织补”老城脉络。借鉴永庆

坊一期改造经验，兼顾历史人文、自然生态的传承及城市品质

提升，更高起点进行二期改造。以“一对一”修缮方案，修旧

如旧，最大限度保留古村原有肌理，最大程度保留历史信息。

加强对“三雕一彩一绣”等岭南文化遗产的传承推广，擦亮传

统文化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推陈出新，

把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特色体现出来，让广州真正成为广州。对

待传统文化，不仅要固本，更要开新。

四、提升文化产业，力求片区业活景活人气活。永庆坊二

期最东连接上下九，人流首先从东边过来，再往西走是荔枝湾

景区，在业态上的布局上，这里能和上下九、荔枝湾形成过渡、

串联，有利于打造记得住乡愁、吸引得住年青人、振兴得起老

城的活力街区，打造展示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新窗口、广州建设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新典范。要牢牢

把握大湾区战略机遇，提升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合理置换居住人群，腾挪产业空间，形成创客空间、科技研发、

文化创意、民宿、轻餐饮等多种业态复合共生，有效提升产业

造血功能。要丰富文旅产业载体，推动以荔湾为原点的粤港澳

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试点建设，深度开发历史文化旅游资源。

带动周边商业单位的品质提升，加快非遗集聚区建设，深化文

创产业发展。培育多元消费模式，有效激发了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