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赓续情怀文化赋能
重聚百年“烟火气”

劈柴院是每个青岛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是
很多“老青岛”的青春记忆。近日，青岛日报社观
海新闻客户端启动了“我与劈柴院”故事征集活
动，邀请劈柴院周边片区的老居民来到协商活动
的第二现场，讲述与劈柴院的故事。这些故事引
发了政协委员们关于城市更新的丰富联想。

“一座城市、一个街巷的迷人之处不在于高
楼大厦，而在于其中体现的风貌与个性，文化与
底蕴。建筑可阅读，街道可漫步，城市可记忆，
街坊里院有烟火气，沿街店铺有文艺范，这样的
城市才最有魅力。”市政协委员、青岛城视映画
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制片人刘佳说，青岛是一
座文化底蕴深厚且多元的城市，兼具欧陆文化、
儒家文化、市井文化、码头文化等特质，劈柴院
就是青岛市井文化的发源地。

劈柴院诞生于青岛开埠之初，从劈柴市场、
棚户区成长为青岛名气最大的文化娱乐聚集
地，难得的是，其雅俗共赏，是当时唯一一处平
民百姓和达官贵人都喜欢去的地方。市政协常
委、山水怡人园林生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辉崙
认为，在历史城区保护更新过程中，保留并进一
步发掘市井文化特质，应该成为升级改造劈柴
院及其周边片区的绳墨与底线。

市政协委员、哈工大青岛科技园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鲁升说，青岛这座城市的
真正特质，很大程度上蕴藏在劈柴院这样的历
史文化遗存上。随着劈柴院周边居民的迁出，
该区域的生活功能被文旅功能取代，独特的生
活场景正在逐渐湮灭，延续百年的烟火气正在
消散，亟待政府部门的保护和提升。王鲁升说，
青岛有各式里院 400 多个，市南区和市北区都
在开发里院文化。挖掘劈柴院特有的市井文化
特征，方能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文化特性决定了商业定位，劈柴院作为青
岛市井文化的地标，应与周边商业街区和休闲
文化街区相配套，成为中山路上的餐饮旅游消
费区和民俗风情体验区。”王鲁升建议，劈柴院
可以借鉴文和友的经验，聘请专业团队，在江宁
路的方寸之地复盘一个旧日时光的劈柴院，让
外地游客看到老青岛的风貌，唤起青岛人对劈
柴院的“老情怀”。

“头戴盛锡福，脚踏新盛泰，身穿谦祥益，手
戴亨得利，看戏上中和，洗澡天德堂，吃饭春和
楼，有病宏仁堂。”这段话中提到的老字号多在
劈柴院附近，劈柴院内部也有李家饺子楼、元惠
堂、增盛楼等老字号饭店。刘佳建议，我市应扶
持这些老字号，打破其传统经营模式的天花板，
引领新的消费潮流，让老字号成为吸引游客、聚
拢人气的“传家宝”。

针对委员们讨论的内容，市南区历史城区
保护发展局局长张卫平介绍，我市不断推进历史
文化研究体系建设，遵循保护劈柴院独有的市井

文化特质这一原则，跨学科组建各类高水平专家团队，锲而不舍
地深入挖掘劈柴院区域市井文化、民俗文化等传统文化特质。

“劈柴院将更加注重豆腐脑、锅贴等原有老字号、老品牌的传承
发展，通过系统梳理市井文化元素、脉络，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造更新，
寻找更鲜活的方式传承市井文化，创造更新鲜的市井生活场景体验，
以文化范厚植烟火气，以烟火气滋养文化范。”张卫平说，下一步，我
市将以劈柴院为主体，以特色美食为流量入口，配合沉浸式非遗体
验，营造可消费、可参与的市井生活氛围，打造既有历史底蕴又有商
业氛围，既有生活气息又有文化故事的“民俗风情体验区”。

提升品质规范运营
激发品牌生命力

今年是劈柴院建成 120周年。今年 6月，劈柴院迎来了新一
轮的提升改造。

张卫平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修缮劈柴院，市南区在修旧如
旧的原则下，经过鉴别论证，对有价值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构
件、艺术设计元素、建筑营造技术或附属物等实施保护、修复及展
示。与此同时，结合后期业态布局及功能需求，重新排布了劈柴
院内部的管道，新建隔油池和排水设施，增大供电容量，彻底结束
了劈柴院限水限电的历史。

在前期调研中，政协委员们普遍关注的问题集中在缺乏标志
性的门头、内部道路和出入口狭窄等。张辉崙建议，应在劈柴院
内部和外部设计一系列复古、时尚、有创意的招牌，烘托市井氛
围，打造劈柴院乃至中山路北段的新地标。刘佳建议，尽快打通
劈柴院内部的死胡同，优化游览动线，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

“激活劈柴院，还须解决游客就近停车的问题。近年来，我市
在中山路周边新建了多个大型停车场，但距离劈柴院仍然有些
远，旅游拉动力不够。”王鲁升建议相关部门充分考虑距离因素，
尽量将配套停车场设置在步行10分钟范围内。

“对劈柴院的升级改造，不仅要有建筑施工的规划图，更应有
商业运营的规划图。”王鲁升说，商业运营团队应在研究透百年老
院的故事和卖点后，因地制宜地制定商业规划，真正实现“五步一
特色，十步一景点”，让人感觉热闹但不显杂乱，舒适而不失精致。

张辉崙说，青岛餐饮的特色是“哈啤酒、吃蛤蜊”，但劈柴院不
能每家店都是烧烤海鲜大排档。他建议运营团队要把握好劈柴
院的关键节点，保留豆腐脑、锅贴这样老字号，吸引王哥庄大馒
头、流亭猪蹄、东李脂渣、海菜凉粉等真正的青岛特色美食入驻，
定期举行美食小吃大赛，将劈柴院打造成微缩版的“青岛院子”，
重现“店铺人声鼎沸，小吃琳琅满目”的往日时光。劈柴院还可以
引进孔府菜、运河菜、临沂煎饼、枣庄辣子鸡、周村烧饼、潍坊朝天
锅等，向外地游客推荐山东美食。

“劈柴院不仅要有得吃，还要有得玩。”刘佳说，劈柴院内的江
宁会馆可以开辟为特色演艺区，不仅表演相声、评书、山东快书、
戏曲，还可以表演年轻人喜欢的脱口秀、漫才等。此外，劈柴院还
可以设置民俗体验区，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教授剪纸、印年画、表
演皮影戏、编织泊里红席等传统技艺，提供沉浸式参观体验。

“劈柴院三分靠建，七分靠管。建设只是一时，后续的维护和
管理才是持久战、攻坚战。”王鲁升说，相关部门应未雨绸缪，预见
到劈柴院在明年开放后可能出现的人潮汹涌，提前制定预案，委
托专业物管团队负责维持秩序、清运垃圾和景区保洁，严管餐饮
的进货、价格和卫生，塑造青岛特色旅游餐饮品牌。

革新业态重聚人气
唤醒老城“时尚范”

如果说历史城区保护更新是一盘大棋，中山路的改造是决定
成败的关键一手，那么，劈柴院则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山路街区焕
活更新的“棋眼”。

“作为中山路片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劈柴
院的未来与中山路乃至整个历史城区的发展
息息相关。”张辉崙说，中山路这条洋溢着历
史文化底蕴和多元文化魅力的百年老街需要
注入“时尚、休闲、创意”元素，使其成为具有国
际性、文化性、时尚性的综合街区。

当下，青年消费群体已成为市场消费的主
要动力源泉，所谓“得年轻者得天下”“得年轻
者得未来”。中山路及其周边街区本就具有吸
引年轻消费者的文化底蕴，商业开发更应以年
轻消费群体的需求为导向，广泛引入前沿、时
尚的多元业态，让年轻人在完成怀旧体验的同
时出示付款码。

“为历史文化街区注入时尚商业元素，政
府部门的关注点要从硬件更新转变为产业、文
化、社会等内容更新。”张辉崙说。

与中山路相距不远的另一条百年老街宁
阳路，近年来化身“银鱼巷”，释放出时尚新活
力。“我们希望将银鱼巷打造成一个既可以看
见城市过去，又可以感受城市现在审美和生活
方式的地方，成为一个城市公园概念式的原创
品牌集合街区。”青岛上街里商业运营有限公
司策划总监程霞说。“在商业运营方面，银鱼巷
聚集了一批饱含热爱与实力的原创主理人，始
终聚焦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态度，让
大家一起在百年空间里弄潮造浪。”程霞说。

“银鱼巷通过历史和时尚恰到好处的碰
撞，品牌吸引力和活动常态化相辅相成，给老
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整个中山路片区的业态
更新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市南区历史城区
保护发展局副局长王岩说。

“中山路街区的复兴，首要解决的问题依
然是聚人气。”张辉崙说，从火车站到栈桥的前
海一线，是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经典景区。如何
将如此巨大的人流量从栈桥周边吸引到中山
路中北部片区，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他
建议加大网络宣传，重视网红经济对人气的拉
动作用，通过高频次、多维度的线上展示，打造
一片长红的网红打卡地。王鲁升建议，中山路
及周边街区的商业开发时可以在街角预留演
出位，方便街头艺人表演，同时打造精品的小
剧场，扶持青岛的“德云社”，培育新的城市文
化消费。

在前期意见征集中，一名网友建议打开栈
桥与中山路之间的栅栏，方便游客的同时为中
山路和劈柴院引流。张卫平介绍，市南区已经
联系交警部门重新规划安全线路，完成了车辆
调流，计划拆除太平路段铁栅栏，让栈桥和中
山路之间畅通无阻（该方案已于 9 月 30 日实
施）。同时，市南区还将做好栈桥地下通道的
规划设计，优先保障通行功能。“我们将推
进兰山路封闭，探索引入无人驾驶技术，实
现铛铛旅游观光车免费接驳，通过交通微循
环系统向劈柴院和大鲍岛区域导流。”张卫
平说。

“聚拢人气之后，中山路需要将流量变成
‘留量’。”刘佳说，上街里啤酒节、中山路裸眼
3D大屏光影秀和天主教堂投影秀为中山路带
来超高人气，但这种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产
生的消费难以达到预期。她建议加强劈柴院
和中山路片区的夜间亮化，持续开展看光影、
观演艺、玩游戏等丰富多彩的夜间主题活动，
打造青岛夜经济城市名片。

张卫平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加快
实施中山路及其周边区域的建筑修缮、道路改
造、景观优化、设施提升及亮化工程，大力引进
培育文化艺术、精品旅游和网红经济等时尚文
旅消费业态。同时，对标上海新天地、成都宽
窄巷子等文化旅游目的地，全面推动“老建筑+
新消费”“旧里院+新经济”“原场景+新体验”
场景应用，将中山路打造成历史人文底蕴和时
尚文旅产业相融合的高品质商业街区，进而重
聚历史城区人气，推动人流向历史城区“回
潮”，产业向历史城区“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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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百年烟火气 重塑品质劈柴院
——政协委员、职能部门和企业家代表热议历史文化街区焕新之道

作为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的
“一号工程”，我市近年来不断加大历史城区保
护更新力度，以建设5A级景区为目标，完善基
础设施，提升配套服务，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导
入新兴时尚业态，让百年老城区增添新动力、焕
发新活力。赓续百年烟火气，重塑品质劈柴院
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始建于1902年的劈柴
院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升级改造。

9月29日，由市政协委员联络活动工作室、
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青岛日报社共同
搭建的“倾听与商量”协商平台第18期协商活
动举行。协商活动中，政协委员、职能部门代
表、企业家代表以“如何激活劈柴院”为主题，共
同探讨历史文化街区焕新之道。在倾听中交流
思想，凝聚共识；在商量中汇集力量，解决问题。

本期协商活动继续突出“现场办”特色，针
对群众提出的打开栈桥护栏为中山路引流建议
展开现场讨论，找到解决路径。市政协副主席
崔作出席活动。

嘉宾围绕主题在现场展开讨论嘉宾围绕主题在现场展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