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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发展由以增量
扩张为主，转入以存量更新为主的新阶段。但在现代化社会经济高
速发展的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的覆盖往往跟不上城镇化的水平，

“城市病”便成为摆在各大城市面前绕不开的“课题”。
“作为一个生命体，城市的新陈代谢生命活动更多应该在细胞

层面进行，亦即小规模渐进式的，而非大规模断裂式的。”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伍江介绍。因而，有节
奏、系统化推进城市更新成为克服“城市病”的一剂良方。

城市更新，既关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是城
市从“增量扩张”到“存量更新”的转型过程中必须答好的时代之
问。不同于摧枯拉朽的大拆大建，城市更新是渐进式发展和持久性
行动，正如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全球大都市，城市更新都是数十
年之常态。它不仅仅是狭义上的物质环境改善，而是更多着眼在功
能提升与城市再生上，更重在承载激活城市、重振城市的发展战略。

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到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从全国“两
会”到地方“两会”，城市更新在升级为国家战略的第三个年头，仍然
是各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我国已有411个城市实施2.3万个城市更
新项目，各地出台有关地方条例、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超过200个，
不断完善支持存量更新的政策举措，逐步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公众参与的可持续模式。

由于各城市的空间布局、自然风貌、建筑风格以及历史沿革不
尽相同，因此在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城
市“个性”已成各方共识。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正在通过城市更新
彰显“个性”，比如首钢北京石景山厂区全面停产后，在保留原有工
业遗产建筑风貌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了生态修复和绿色植入，在北京
冬奥会期间绽放异彩；南京南湖片区通过基于南湖历史、围绕生活
空间和在地文化的“复刻式”微更新，重现上世纪80年代南湖街巷的
人情风貌……

离开了“人”谈城市更新，那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
城市更新过程中，要“以人为本”，更多考量市民的实际需要，“致广
大而尽精微”，让居民获得感、归属感和认同感成色更足，这也正是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内在要求。

一项事关民生福祉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对于青岛而言，今年正式开启城市进化的崭新之旅。
随着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实施，未来三年，交

通拥堵、停车难停车乱、居住环境差、配套不完善、绿化品质低等一
些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同时，通过重点低
效片区和园区的升级改造，为产业升级提供空间载体，充分激发城
市再生活力。

从本质上而言，实施三年攻坚行动，既是“搞活一座城”的内在
要求，也是“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应有之义，
更是建设人民城市的必然选择。

“上次见到中山路有这么多人，还是我小时候。”“80后”的青岛
市民吴雨涵感叹道，“这几天的中山路可以说是近20年来最热闹的
时候，游客多、新景靓、商家笑，这就是商贾云集的场面吧。”近期，
正在举办的上街里啤酒节，以及在百盛、天主教堂等地标性建筑上
演的光影秀，更是将中山路推上了“热搜榜”，成为市民游客竞相前
往的休闲旅游目的地。

作为三年攻坚行动的“一号工程”，今年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工作
更为深入而广泛地在青岛开展。如今老城区的热闹景象不仅成为
上半年工作成果的最佳例证，也让更多市民和企业看到了老城区的
潜质。“最近几天，酒店西餐厅客流量上涨了三四成，客房的外地网
络订单量也明显上涨。”如此火爆的人气，让红房子音乐家酒店负
责人许征雄对未来的经营更有信心了。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在老旧小区内，一个个正在发生的民生
故事，也透着欣喜与温暖，“住了几十年的老小区，如今有了休闲凉
亭、加装了电梯，灯更亮了，路更平了，我们的生活也更舒心了。”家
住西藏路社区的薛大爷说。眼下，今年列入改造计划的318个城镇
老旧小区已全面开工，未来三年，全市还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08个，惠及居民30万户。

重点工程和项目，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推进一座城市

更新建设的重要抓手。破晓时分，在跨海大桥高架二期工程施工现
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划破清晨的寂静。伴随着整座城市的苏醒，
机械轰鸣声、工人吆喝声开始交织共响，火热的工地奏响建设最
强音。

这样的建设热潮，遍布在青岛东西南北的路网建设中——
从穿海而过的海底隧道，到宛若游龙的高架路，再到蛰伏地下

的轨道交通，以及纵横交错的主干道路和越织越密的城市支路……
今年以来，或改造拓宽，或延伸贯通，青岛正在加快打通一个又一个
城市交通“堵点”，路网建设加速“成环成网”。

在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中，胶州湾第二隧道、跨海大桥高架
路二期、杭鞍高架二期、海尔路-银川路立交、唐河路-安顺路打通工
程、南京路拓宽改造工程等项目均跃然纸上，借力城市更新和城市
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渐次落地，串珠成网。

铺更密的网，才能运更多的人。7月2日，青岛地铁9号线一期、
6号线二期双线开工仪式举行。至此，青岛地铁三期规划线路全部
开工，从获批到全部开工仅用9个月时间，再次创造了青岛地铁建设
新速度。加上正在建设的一期、二期4条线路，青岛在建地铁线路达
到 11条、219公里——在过往的 10余年，这样的地铁建设规模和在
建线路密度前所未有。

不止于此，未来还将有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在青岛市民
身边上演……

一个透视青岛城市更新建设的最佳窗口

盛夏时节，黄海之滨。
时下，青岛城市更新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宜居城市 更新更美”

为主题的 2022 山东（青岛）宜居博览会如期而至，让青岛的更新建
设氛围更加浓厚，多位国内重量级嘉宾齐聚青岛，共话城市更新，
为青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提供思想源泉和创新
动力。

本届宜博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全国工商联城市基础
设施商会和青岛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承办。“它将成为透视青岛城
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阶段性成果的一个窗口，通过总结
阶段性成果，提炼出城市更新建设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成
效，提高群众的知晓度和企业的参与度，进而营造浓厚的城市更新
建设氛围。”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本好说。

去年7月，首届山东（青岛）宜居博览会顺利举行，采用线上线下
一体化办会模式，精心打造VR线上云展馆，吸引线下2万余人次进
场参观，线上“云逛展”互动人数达400万人次，展会搭建了政府、企
业、媒体与观众的有效互动平台，充分彰显了展会的生机与活力。

在“城市更新”风口下，今年这项盛会的再次启幕，实现了“2.0
时代”的迭代升级——

2022山东（青岛）宜居博览会首次设置“宜居青岛·城市更新”主
题展，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示三年攻坚行动的实施方
向和路径，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设置“勘察设计、开发建
设、智能家居、社区配套、物业管理、绿色出行、城乡融合”七大专业
展区板块。

在2022中国（青岛）宜居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高峰论坛板块，采
用“1+N+1”的形式，由1场主论坛、多场分论坛和1场招商推介会构
成。论坛上将发布《青岛市城市体检白皮书》，多位宜居领域重量级
嘉宾亲临现场，为青岛城市建设提供更多启发与思考，为持续创造
和发展的住建事业凝心聚智。作为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论坛期间
还将举办“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招商推介会，通过搭建平台，链接
资源，精准招商，吸引更多的企业来青岛投资，让更多大项目、好项
目落户青岛，来推动青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对于本届宜博会的举办，住房城乡建设部原总工程师、中国建
筑业协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首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新型智库首席
专家王铁宏充满期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面向全国展示青岛已
经全面启动城市更新的战略进程，并将引领城市更新战略的发展方
向。我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期待着青岛城市更新建设从需求侧和
供给侧共同发力，从全面转模式、转方式、数字化转型升级到更高质
量、更高水平、更加绿色、更加低碳的全方位创新发展，进而成为引
领城市更新战略发展方向的示范城市。”王铁宏告诉记者。

我们相信，未来几天，这场“城市更新”的盛会，会如同盛夏一般
热烈而精彩。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冰洁

一场“更新”盛会 共绘幸福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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