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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

的灵魂。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

入城市更新的重要时期，据统计，2024

年我国共实施城市更新项目6万余个，

完成投资约2.9万亿元，综合性成效逐

步显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实

施城市更新行动，增强发展潜力、优化

发展空间，推动城市业态、功能、品质

不断提升。”公共空间作为一个城市的

“面子”，不单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城

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公共场

域，更是体现城市人文风貌和社会底

蕴的文化景观。城市更新中对于公共

空间的改造，不仅是公共设施的重建

活动，而且是城市公共文化价值的再

造行动，关系着市民对于城市的情感

寄托和精神共鸣。因地制宜实施城市

更新，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

论述，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在城市更新

过程中，建设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着

力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居民生

活品质。

突出公共性，以文化联结城市公

共空间中的社会交往。生活的高度公

共性是现代城市的基本特征，“公共”

来源于人们进入和使用共同空间，在

此相遇和互动，并由此产生情感联结

和文化共鸣。城市工作的重大挑战之

一，是在一个主要由陌生人构成的环

境中，怎样把人与人之间自发的“萍水

相逢”般的联结变成自觉的“唇齿相

依”般的团结。重塑城市公共文化空

间要坚持共建共享，营造具有开放性、

包容性的公共空间，激励人们在这片

空间中进行不同活动，增进各类人群

的空间集聚和在地情感联结。比如，

设计建造于 1932 年的上海花园住宅

“66 梧桐院·天平邻里汇”在修缮过程

中精心规划了庭院空间，设有可在此

交流、会客或举办小型沙龙的会客厅，

居民们惬意地坐在玻璃窗前，一边品

尝价格实惠的美味，一边欣赏老洋房

与梧桐树组成的美妙街景。通过城市

更新，可以打造设计一批公共文化空

间，引导民众便捷参与、有序融入其

中，从而促进各类人群在城市公共文

化空间中和谐共处，增强对城市公共

属性的认同。

强化功能性，以文化凸显城市公

共空间中的特色风貌。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

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

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留住城市

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

格等‘基因’。”城市特色风貌是城市

外在形象和精神特质的有机统一，是

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因素、居民

生产生活方式等长期积淀形成的。城

市公共文化空间具有融合多元信息

流、涵养文化精神、发挥文化影响力

的重要功能，对传统空间结合当前城

市发展特点进行修补式更新，可以有

效焕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时代活

力。比如，在北京首钢园，炼铁原料

区经过改造成为北京冬奥组委驻地，

园区在赛后进一步开展全民健身、体

育赛事、商业文化活动，实现了工业

风貌、体育精神与现代时尚的完美融

合，展现了新时代北京的特色风貌。

要着力统合标识、标语、图片、公共艺

术品等多元媒介，挖掘、打造一批文

化符号，开辟具有当地特色、品格的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以潜移默化的方

式增强民众对城市文化、公共文化的

自觉认同。

重视传承性，以文化彰显城市公

共空间中的历史文脉。文化是城市的

灵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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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更新承载着联通文脉、修复记忆

的重要功能，要把文化传承工作融入

城市更新行动，深度挖掘历史、民俗、

传统等文化资源，丰富城市公共文化

空间的乡土内涵，让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元素在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中创新

融合、相得益彰。处理好历史文化和

现实生活、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保护

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融入

现代元素，可以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做

到城市保护和有机更新相衔接。比

如，北京市提出打造会馆演艺新空间，

以正乙祠戏楼、颜料会馆等为代表的

“会馆有戏”文化品牌在北京越唱越

响，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小而雅”

的演出节目，让百年戏台再现光彩，百

年前会馆里“乡人欢聚看乡戏”的热闹

场景得以重现。要充分用好城市这一

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把握好

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这一承载、展演和

传播文化的重要场域，通过在城市更

新中不断巩固拓展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的文化服务功能，引导市民感受城市

魅力、传承历史文化，进一步提升民众

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凸显幸福感，以文化引领城市公

共空间中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强调要“带动更多市民深入践行

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

治理，共建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

好生活”。要从人的需求出发，合理配

置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各类资源，

提高市民文化创新活力，推动广大市

民主动参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营造和

维护，共同形成良好的城市文化环

境。要注重提升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设

施的文化互动功能，让市民生活的“烟

火气”在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中得到充

分展现，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营造

良好的空间氛围，助推在城市生活中

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

以人民为主体，观照人民精神需要、文

化需求和情感体验，强调空间内文化

服务和文化活动的人文关怀，注重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让广大

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

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2 月

21日 第09版）

□李书简 杨菁

晋中日报晋中日报··晚报版宣晚报版宣

建设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