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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被淹东西损失了多少”“建

新房政府补助了多少，自己花了多少”

“家庭收入主要靠什么”“年轻人在哪

工作”……

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

葫芦岛市绥中县祝家沟村，实地了解

去年洪灾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恢复等

情况。在村民王宝维家，总书记仔细

察看房屋结构和质量，同一家人围坐

一起拉家常。

去年8月20日前后，一场历史罕见

的超强降雨导致辽宁省葫芦岛市遭遇

洪涝灾害。位于山区、地势低洼的祝家

沟村是受灾最为严重的乡村之一。

“去年葫芦岛市遭受严重洪灾，我

心里一直牵挂，春节前来你们这里看

一看。”

今次来到祝家沟村，总书记说：

“我们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群众

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是大家最

强大的依靠，一定会帮助大家克服困

难、重建家园。”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党的

十八大以来，几乎每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都会赴地方考察调研，

来到群众身边察实情、拉家常、问冷暖。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帮你们跑

事的”“老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

情，一定要办好”“国泰民安，民安才

能国泰”……在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一

直都是老百姓。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家的蒙

古包中，他细细了解“小孩上学远不

远”“看病、购物方便不方便”“家里养

了多少只羊、多少匹马”；

在江西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

里，他饶有兴致地和乡亲一起打糍粑，

给贫困户送去了年货，给孩子们送去

了书包，祝家家都把年过好；

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

镇德胜村的困难群众家中，他问喝的

用的水从哪里来，电视机啥时买的、能

看多少频道，过年安排哪些活动；

……

唠的是家常小事，问的是民生实

情，事无巨细的关切背后，是总书记沉

甸甸的人民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一篇文章中写

道：“15 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

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

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

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

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

做实事！”

2015 年 2 月，春节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回到阔别多年的梁家河村，为乡

亲们带去自己花钱采办的年货，和他们

边走边聊，回忆当年打坝淤地的场景，

详细询问水土保持和耕地保护情况。

从知识青年到人民领袖，习近平

总书记始终同人民心心相印。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

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一年又一年，变的是时间空间，不

变的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使命

与初心。

来源：中国新闻网

春节里，习近平一直的牵挂

在江西景德镇市，两个“陶”字头

的地方，大家都爱去。一个叫陶阳里，

是以御窑厂遗址等为基础改造的历史

文化街区，陶瓷展览、手工体验等一应

俱全。一个叫陶溪川，是国营老瓷厂

变身的文创街区，摆摊创业、艺术创作

等气氛火热。

保护第一，修旧如旧，景德镇珍视

砖瓦里弄中的陶瓷文化，在原有城市

肌理上进行细致织补与功能革新，将

保护历史文化底蕴和改善人居环境融

为一体，既为市民再现了“儿时的老场

景”，又为游客带来了文化体验新空

间，让城市发展活力涌流。千年窑火

不熄，“千年瓷都”新生，下绣花功夫的

城市更新功不可没。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

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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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是一

种新陈代谢，既包括物质性更新，也涵

盖非物质性更新。城镇化进程“下半

场”，如何避免“千城一面”？一条可行

路径就在于，依托城市更新，更好留住

文化味、增强文化感。

文化是城市空间的基因。秉承

“文化为魂”理念，上海张园在焕新过

程中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充分挖掘

文化底蕴，以现代元素催化文商旅融

合，让百年名园不仅保留了原有历史

风貌，更绽放新的生机活力。

实践表明，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注

重保留特色历史风貌，用创新方式守

住集体记忆，就能延续城市文脉，让居

民记得住乡愁。

文化不仅为城市赋美，还为发展

赋能。安徽合肥蜀山区的老粮库变身

新粮仓商业文化合集，夜晚灯火璀璨，

集艺术馆、相声馆、潮玩等多元业态于

一体，吸引游客慕名而来。盘活老厂

房，长出新业态，让既有空间激发了新

活力。在其他地方，还有不少类似的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已成为城市文化

新地标、消费新亮点。

从中可见，城市更新行动在推

进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改善民

生、提升城市风貌的同时，还可通过

做 文 化 文 章 ，形 成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坚持参差多态、吐故纳新，优化

文化空间、挖掘发展潜力，正成为城

市更新的重要方向。处理好传统与

现代、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城市更新

就能为提升文化品位、促进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抓手。

文化是城市生态的关键要素，深

刻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更

新，也意味着文化空间的重塑。最近，

浙江龙港市的“水塔”图书馆在网络走

红。废弃的水塔和水厂经过改建，在

新潮的外观中巧妙融合了老龙头、老

水管和老水表等元素，还在玻璃阶梯

上刻印下城市发展中的大事。这里不

仅提供图书借阅等基本服务，还定期

举办文化沙龙、读书分享会，丰富了居

民的文化生活。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注重文化赋

能，积极重塑城市文化空间，才能为推

进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居民生活品

质添助力。努力积淀出属于自己的文

化气质，一座城市才能富含独特魅力，

不断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增强吸引力

竞争力。

城市是文化的沃土、历史传承的

载体，也因文化而兴旺发达。因地制

宜实施城市更新，当葆有“以文化人、

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的追

求，用文化润泽未来，更好实现城市

“有里有面”、发展“有形有神”、生活

“有滋有味”。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1 月

21日 第05版）

文化赋能 重塑空间
——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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