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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邓婕 廖丽萍 通讯
员 蓝钰雯） 6月 11日，恰逢周末，游客
李先生带着家人前往厦门市湖里区殿前
海滩，脚踏细软干净的沙滩，远眺碧波荡
漾的海水，顿感心旷神怡。只见游客竞相
拍照留念，追逐嬉戏，尽享海滨风情。

殿前街道地处湖里区北部，三面
环海，自然岸线长约 10公里。为守护好
这片蔚蓝海域，保护好海洋生态，殿前
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高度重视海漂垃
圾治理工作，实施环保网格巡查守护
碧海银滩，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高颜
值生态花园之城”。

街道全面落实网格巡查，与建发
城容签订保洁合同建立海漂垃圾保洁
队伍，采取“2+1”模式，即每天日常巡
查 2 次，退潮后巡查 1 次。现有日常保
洁人员 15 人，重点清理退潮后岸线垃
圾，保证岸线清洁。

殿前街道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将海
漂垃圾治理情况纳入党政领导生态保
护责任制考核，定期对岸滩和海岸线环

卫保洁实效开展检查。街道安排网格人
员不定期下点督导巡查，推进工作落
实。同时，建立常态长效机制，统筹自有
财力，保障辖区内的环卫日常运转以及
设施建设、设备配置。强化岸上处置，做
到上岸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

怎 样 汲 取 更 多 力
量筑牢蓝色海岸线？殿
前街道加强对海漂垃
圾治理工作的宣传和
舆论监督，及时宣传报
道海漂垃圾综合治理
的经验做法和成效，街
道定期组织宣传活动，
加大对各类不卫生、不
文明行为的曝光力度，
共同营造海漂垃圾综
合治理的良好氛围。

随着殿前街道环保
网格巡查体系不断完
善，网格巡查被充分运
用到环保工作中，在巡

查海岸线、分拣可回收垃圾等各项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了解，截至今年5
月底，殿前街道已累计巡查及清理2900
余次，累计清理海漂垃圾193吨；2023年
1月份至5月份，累计巡查及清理500余
次，累计清理海漂垃圾109.6吨。

殿前街道：织密环保网格 守护碧海银滩
本报讯（记者 廖丽萍） 主题培

训、有奖问答……在刚刚过去的六五
环境日，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举办
了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的生态文明宣
传活动，让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生活”理念更加形象直观、更加
贴近群众、更加入脑入心。

街道环保站紧紧围绕“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主题，将文艺
演出、主题展板与资料发放创造性地
结合起来，走进社区和学校，让辖区居
民在充分领略辖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的同时，更好地领悟生态文明理念。

据统计，系列活动累计向辖区居
民和学生分发环保宣传资料 500 余份，
发放环保宣传品 200 余份，提升了环保
宣传教育的成效，强化了居民的生态
环境保护理念。

江头街道还特别邀请厦门市委党
校原常务副校长施凤堂教授，为湖里
区社区治理学院江头街道教学部、城
管办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社区网格

员开展环保网格化宣传专题培训。
会 上 ，施 凤 堂 以《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山银山——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在福建厦门的成功实践》为题，通
过 讲 解 福 建 、厦 门 近 年 来 坚 持 打 好

“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的生动
实践案例，分享省、
市 各 级 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方 面 的 积 极 探
索和经验成效。

“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必须牢固树
立 和 践 行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的 理
念，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 共 生 的 高 度 谋 划
发展。”江头街道相
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江头街
道 始 终 把 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摆 在 重 要
位置，以举办活动为

契机，推进街道生态文明建设，引导辖
区居民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融入绿
色低碳生活，共建美丽家园。同时持续
做细做实环保网格化工作，通过培训、
交流等方式提升网格员专业素养和服
务效能，不断强化环保工作的成效。

江头街道：宣传多样化 共筑“生态美”

日前，全国首个城市设计周在厦门举办。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鹭岛，探索转型期
城市发展新路径，谋划新时代城市发展新蓝图——

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品味城市设计之““““““““““““““““““““““““““““““““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本报记者 陈挺

2021 年 8 月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发 布 通 知 指
出 ：“ 严 格 控 制 大 规 模 拆
除、增建和搬迁。”这为城
市更新划定了底线，即从

“大拆、大建”过渡到“留、
改、拆”的全新阶段。日前
举行的全国首个城市设计
周，就城市更新主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从国内其他城市的做
法来看：北京强调城市的
有机更新，推行以街区为
单元的实施模式，并积极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上海
从“ 拆 、改 、留 ”模 式 进 入

“留、改、拆”模式，从增量
阶段刚性规划进入存量阶
段弹性控制的探索；广州
则明确提出城中村等城市
连片旧区不短时间、大规
模进行拆迁，更新工作从
单纯的推倒重建和物质空
间改善转向多元综合的城
市治理和改造。

作 为 国 家 首 批 21 个
开 展 城 市 更 新 试 点 的 城
市，去年 9 月厦门出台城
市更新指导意见，采用传
承、提升改造、拆旧建新三
种方式，对本市城镇开发
边界内旧城、旧村、旧工业
区等片区进行提升改造，
并 从 各 方 面 给 予 政 策 支
持。其中，历史风貌区以保
护传承为主；需消除安全
隐患、补齐民生短板的区域以提升改造为主；安
全隐患房屋集中成片、存在较多违法建筑、公共
基础设施不足等区域，可拆旧建新。

那么，“留改拆”背后，究竟要遵循怎样的城
市更新逻辑？大咖云集的厦门城市设计周峰会，
众多国家级、省级规划大师及建筑大师传递的
声音，或可管中窥豹。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
聘院长张杰表示，城市更新的内在诉求应明确。
城市更新及街区改造首要目标是助力经济和绿
色低碳，在动态视角下规划先行、运行前置，推
动实施过程。

在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
学院教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韩冬青看来，“以人为本”应当是城市
更新的宗旨。要守护好城市历史文化的根与魂。

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大师、厦门大学城市
规划系创系主任马武定则认为，不能将旧城改
造和城市更新简单等同。城市更新更倡导“自下
而上”的力量，需要有更多的方式、手段来进行。

这些观点的碰撞，或许能为厦门城市发展
提供遵循，让城市更新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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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坑仔口龙窑再次传出喜讯，
剩余的最后 3 条龙窑已修缮过半，预计
今年底全面完工，恢复往日光彩。

位于厦门同安的坑仔口制陶窑址，
是我国南方特有的烧陶窑炉形式。2019
年 3 月，该龙窑两项内容被上海大世界
基 尼 斯 总 部 列 入“ 大 世 界 基 尼 斯 之
最”——“单条最长的龙窑（实用）”和

“现存拥有龙窑数量最多的龙窑群”。龙
窑遗址群去年启动重新修缮，修缮后将
融合文旅，激发乡村振兴活力，重现昔
日荣光。

坑仔口制陶窑址，紧挨城市人口密
集区，却像隐藏在市井中的一方小天
地，与周围的车水马龙毫无瓜葛，默默
讲述近 200 年的制陶往事。航拍下的龙
窑，像一只只巨大的虾蛄趴在山体上。

走进龙窑，工人正进行顶部瓦片的
安装。“一米长的窑顶能承受 50吨重量，
用个百八十年也不会塌。”负责修缮的

汪年辉表示，为更好恢复龙窑历史原
貌，按照修旧如旧原则，选用古法工艺
进行修缮。

汪年辉介绍说，首先用厚重的木条
自下而上将窑顶慢慢顶起，直至保温层
的外部弧顶出现间隙，当间隙达到一定
宽度，再将瓷片逐一插入其中，像牙医
填补虫洞一样，将所有缝隙填满；当窑

顶的缝隙被瓷片紧密地压实后，便如同
拱桥一般具有超强的抗压能力。修缮选
用的材料也有讲究，得先寻找老砖替换
破损的砖块，再用瓷片将窑顶的缝隙紧
密压实，最后把红土泥浆、灰钙、窑灰三
者混合在一起，涂抹在砖体表面，即可
达到做旧的效果。“这样不仅保留原有
烧制韵味，还能长久保留窑体的坚固

性、耐用性。”他说。
史载，坑仔口制陶为清嘉庆二十五

年（1820 年）洪天香创设。此后，该龙窑
一直续烧至 2007 年，其制陶遗址现存北
部及东北部 5 条龙窑，其中 4 条皆为 72
米，一条 30米。

坑仔口制陶遗址被列为第三次全
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创烧至今近

200 年，较完整地保留下中国传统的制
陶技艺，从淘洗练泥、泥条盘筑和手工
转轮拉坯成型、匣钵装窑、封窑填烧工
艺到祭拜窑神等流程，均呈现传统制陶
的原生态面貌。

福建省文物专家认为，坑仔口制陶
遗址是一处历史与科学价值极高的文
化遗产和近现代工业遗产，反映了我省

从商代至近现代以来 3000 余年的悠久
制陶历史；同时与宋元时期烧制“珠光
青瓷”而名闻海内外的同安汀溪窑的龙
窑一脉相承，体现了厦门地区古代窑业
技术与生产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进程。

同时，坑仔口制陶遗址见证着“海
丝”的发展，为研究近现代陶瓷外销、厦
台贸易以及陶器装饰技艺外传提供重
要资料。民国版《同安县志》记载，坑仔
口龙窑“制造大矼、硿、砵、烘炉、瓷锅各
种，销售本地、漳（州）、（石）码、台湾、金

（门）、厦（门）、吕宋（菲律宾）各处”。近
代以降，坑仔口烧制的陶制品则销往美
国、日本、新加坡等地，见证了同安在海
上丝绸之路的兴衰。

同安区祥平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副主
任黄秀萍表示，同安区文旅部门和祥平
街道正在对龙窑的活化利用进行设计，
未来将在社科展示、青少年科学素质教
育、历史文化旅游等方面发挥作用。

去年以来，厦门同安坑仔口龙窑遗址群启动重新修缮，力求通过文旅融合，激发振兴活力——

龙窑遗址焕新生
□本报记者 林丽明 通讯员 余雪燕 杨心亮

与会人员参观展会。 本报见习记者 林梓健 摄

城市设计周展览 本报见习记者 林梓健 摄

城市更新主题沙龙 本报见习记者 林梓健 摄

全国首个以城市设计周来命名的
规划设计盛会——“2023 厦门城市设
计周”于 6 月 8 日在厦门顺利闭幕，活
动期间集中举办 2 场高峰论坛、1 场主
题沙龙、3项专题活动、2项公开活动展
览、2项活动典礼。

其中，高峰论坛聚焦“存量时代我
们如何面向未来”“技术变革给城市带
来哪些改变”“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城
市设计实践为何重要”等问题。来自国
内外规划界、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大咖
齐聚鹭岛，通过思想碰撞与观点交锋，
拿 出 国 内 外 经 典 城 市 建 筑 案 例 作 分
享，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可落地的建
议意见，共同探索转型期城市发展新
路径，谋划城市发展新蓝图，也为厦门
城市发展注入“活水”。让我们一起走
进论坛看城市设计之“美”。

城市认同重在“气质”

“厦门的整体空间是家园式的，没
有陌生感，这让市民和游客都觉得很
温馨。在城市设计方面，通过细微的创
意，让城市空间更加生活化，打造出温
馨、美丽、高雅、宜居、宜业的城市。”参
加城市设计周的福建省城乡规划设计
大师、厦门大学城市规划系创系主任
马武定曾这样评价厦门，也让许多与
会专家感同身受。

“建筑和艺术其实是相通的，对不
同的建筑、不同的人和事的包容，体现了
一座城市的精神，城市是需要精神的。”
当 今 中 国 知 名 建 筑 师 团 队 ——
URBANUS 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
创建合伙人孟岩在论坛上表示。

孟岩长期专注于中国当代城市语
境下的建筑实践及都市研究。“多年前
初到厦门我就很惊讶，它天生丽质，有
一种非超大型城市的气质，城市建筑
肌理保存得比较完整，沿街骑楼、各种
各样的小店，生活在这样的地区，随时
随地有一种亲近感。这种得天独厚的
气质，靠的是长期的积累，造就出的

‘熟悉感’让厦门人充满认同感和幸福
感。”他说。

孟岩主张“介入城市与重塑地方”。
城市需要亲近感和认同感，并规避千城
一面、同质化倾向，这或是专家们眼中
当代城市建筑美学的基本方向。

近年来，厦门迈出从海岛型城市
向海湾型城市的跨岛发展之路，以集
美新城等为代表的岛外新城、城市建
筑群拔地而起，在更高水平、更高标准

上做好城市总体设计成为现实需要。
厦 门 市 政 府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下 一 步 厦 门 将 统 筹 推 进 城 市 更 新 和
新 城 建 设 ，打 造 高 品 质 生 产 生 活 生
态空间，提高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
着力提高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
智 能 化 水 平 ，像 绣 花 一 样 去 经 营 管
理 城 市 ，在 更 高 水 平 上 建 设 城 市 大
脑 ，更 高 站 位 保 护 传 承 城 市 历 史 文
脉，让城市更有颜值、更具内涵。

城市设计低碳绿色

“在城市的设计表达中，要关联一
系列细化的工作，即遵循因地制宜、节
材高效、因时而变、长寿再生四大理
念，以达到人、建筑、自然的有机融合，
推动低碳绿色建设。”建筑学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崔愷在论坛上表示。

所谓因地制宜，即充分利用地形地
貌特色，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空
间；节材高效，则是建设材料简约、建设
结构精细；因时而变指的是建筑的动态
功用，即“开合可控、大小可分、内外兼
用、主次有别”；长寿再生则切中对城市
建筑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把握。

以厦门为例，早在 2014 年，厦门就
因地制宜出台绿色建筑行动方案，大
力发展绿色建筑，在城镇新建建筑中
严格落实强制性节能标准，提高绿色
建筑比重。

根 据《厦 门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条
例》规定，全市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
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标准，按不低于
一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建设；绿色建筑
指标纳入商品住宅用地出让条件并实
施监管。2022年共有超过 300万平方米
建筑按照绿色建筑标准建设。

记者从厦门市建设局了解到，去
年厦门城镇新建民用建筑 100%执行绿
色建筑标准，全年竣工绿色建筑面积
达 1303.79 万平方米，城镇新建绿色建
筑占比、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
源建筑推广应用、民用建筑能源资源
消耗统计等指标完成情况均位居全省
第一，受到省住建厅肯定。同时，以办
公、学校、医院、酒店等项目为重点，推
行公共建筑节能改造，去年共完成改
造 45.11万平方米。

这一做法获得了“实效”。多年来，
厦门累计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
完成公共建筑节能改造 326.5 万平方
米，全市每年累计可节约电力约 5953.1
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6万吨。

城市更新双向奔赴

2021 年，是中国城市更新元年。3
月，城市更新首次写入国家五年发展
规划，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11 月，
住建部发布首批 21个开展城市更新试
点名单，北京、南京、厦门等入选。

在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中，
如何实现双向奔赴？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特聘院长张杰在主题沙龙
上表示，城市历史环境对塑造民族文
化、民族性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
前，不少城市的建筑遗产保护总量较
低，需要有更多来自政府的引导措施。

全 国 工 程 勘 察 设 计 大 师 、东 南
大 学 建 筑 学 院 教 授 韩 冬 青 说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中 ，社 会 共 识 的 培 育 是 重
要 一 环 ，只 有 当 大 家 都 意 识 到 建 筑
的 历 史 价 值 ，才 能 更 好 地 推 动 保 护
更新工作。

历 史 风 貌 建 筑 是 城 市 文 脉 的 载
体。近年来，厦门市以入选全国首批城
市更新试点城市为契机，全力推动城
市更新的同时，持续加大对历史文脉、
风貌建筑的保护力度，在更新和保护
中力争实现双向奔赴。

去年，出台《厦门市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的指导意见》，对城市更新的方
式、实施程序、配套政策与资金保障进
行明确，坚持“留、改、拆”并举，综合运
用保护传承、提升改造和拆旧建新等
三种更新方式，对城市功能和人居环
境持续完善和优化调整。

其中，加大对历史文脉、历史风貌
建筑的保护是其亮点。以厦门市翔安
区大嶝街道田墘社区的活化利用为案
例，该社区拥有成片的红砖建筑聚落
片区，2012 年还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名录”，是为数不多的成片红
砖建筑聚落资源。

红 砖 建 筑 见 证 了 田 墘 的 沧 桑 巨
变，也饱含当地人的珍贵记忆。厦门市
属国企和地方政府合作，首先对社区
内拟租赁房屋进行全面排查，重点关
注 D 级危房。房屋流转之后，再对每栋
房屋进行针对性的结构加固，达到结
构安全性 B 级及以上，并根据房屋特
性结合当地特色进行优化设计，修缮
后的古厝再通过租赁的方式，形成民
宿、植入产业、营造文旅氛围，打造成
了特色小镇。

工作人员在清理海滩。 （街道供图） 江头街道开展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 （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