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1月 1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建辉 余新华 版式：包陈尘 3专版 L I N A N T O D A Y

临安风貌，吴越气象。2024年的时光，每一帧都书写着城乡风貌建设路上的蝶变和成就。从浙西皖南到千年衣锦，从未来乡村到未来社区，从市井烟火到繁华都市，在广袤的临安大地上，一个个具有杭州意象、
临安韵味的风貌样板区精彩呈现，一个个具有幸福味道、邻里和睦的未来社区触手可及，成为“吴越名城·幸福临安”时代画卷里的浓墨重彩。

这一年，我们始终坚持“一盘棋”谋划、“一体化”实施、“一张网”推进，积极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这一年，我们始终以民生需求为切口，围绕“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临安有什么缺什么，到底做什么怎么做”，着
眼整体大美，塑造特色风貌，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出新出彩，积极探索城乡融合、共富共赢的临安模式。

临安区城乡风貌建设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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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绘新景，风貌蝶变奔共富 图/区风貌办 文/朱俏英 通讯员 卢一未

如果说风貌是一座城市的外表，那

么历史文化便是这座城市的内涵所在。

一条老街，浓缩着一份记忆，潜藏

着一种情怀。位于千年衣锦传统风貌区
的衣锦街，是曾经的“临安第一街”，不

仅承载着吴越文化的深厚底蕴，更见证

了千年古城的变迁与发展。一年前，衣

锦街启动综合整治项目，在“唤醒”与

“焕新”中，续写着千年衣锦历史繁华。

交织传统与现代，见证烟火与未

来。在整治过程中，独具匠心运用“泛博

物馆”概念打造文化广场空间，形成具

有区域特色的老城中心和吴越风情的

文商街区，为千年衣锦增色添彩；在文

化品质空间提升方面，以“承钱王古韵，

话今城锦绣”为主线，通过局部拆整，打

造“吴越瑰宝”“地道吴越文化广场”“临

食嗨吃”“盛世华光”“福地安民”“东南
乐土”“千年官道”“锦城夜市”8个文化
品质空间节点，并融入吴越遗迹分布
图、吴越国大事记、衣锦还乡典故、临安

名人文化等内容。如今，漫步衣锦街上，

主题墙绘、街头涂鸦、公共艺术空间等

文艺节点随处可见，300多块设计不同
的店铺招牌，复刻着临安市民记忆中的

元素，传递出一座城的文化精髓。

一条衣锦街，半部吴越史。对于衣
锦街来说，最重要的是风貌底色中融入

了文化基因。应民生之需于转角处遇
“钱王”，在街巷中看“十锦”。在改造过

程中，将博物馆内的国宝文物、吴越时

期货币、文人诗词游记、海运线路图、昌

化鸡血石等文化要素，充分展现在绿化

景墙、门头橱窗、慢行地标、建筑立面及

里弄小巷中，一肌一理、一砖一瓦，无一

不透露出满满的文化气息。“到了夜晚，

人潮涌动，各类表演仿佛梦回千年吴

越，生活在这里，感觉很幸福。”住在附

近的小吴，每天下班后都会到这里打
卡，对于衣锦街的变化感到十分欣喜，

她觉得临安年轻有活力，幸福感十足。

满目风貌皆为景，且以诗意共远

方。文化塑造不仅仅体现在社区和街区
改造中，还体现在居民生活的角角落

落。近年来，区风貌办充分利用碎片化
空间，让“被遗忘的角落”变成惠民便民

的“活力小世界”。桥下驿·汀岚溪是苕

溪锦带新时代富春山居图城市样板区
内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在改造中将闲

置的桥下空间打造成集足球场、运动

场、停车场等功能为一体的运动空间，

为周边近 5000 户居民提供了休闲运
动场地。除了对城市“金角银边”的改

造，文化地标的建设也是城乡风貌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文化突显、城景交融、
山城相融、山水相融”为设计理念打造
的临安高速入城口，是临安最精致典雅

的“古城脸面”，钱王雕塑气宇轩昂，矗

立在入城口东面的小山上，是临安的吴

越文化地标之一；从太庙山到功臣山，

在 1500余亩的钥匙形土地上，匠心打

造“一街三区”，建成“太庙山 -钱王陵

-遗址公园广场”中轴线、临安博物馆、

吴越国衣锦城考古遗址公园与吴越文
化公园、净土寺等，让吴越文化渗入城

市肌理、融入百姓生活、赋能城市发展。

在“地道吴越”非遗文化体验中心，各种

临安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以临安

博物馆馆藏为核心，以吴越文化内涵为

素材，推出 40余款“来临”文创产品，开

发“临安物志”手账印章、“钱氏家训”木

活字印、“只此临安”云纹熏炉等城市伴

手礼，让文化真正“活”起来。

底蕴厚重、文化多元是历史赋予临

安的宝贵财富，也是推动临安未来发展
的力量源泉。临安之美，美在自然风光，

亦美在文化底蕴；城乡之美，美在风貌

变迁，更美在幸福生活。

风貌日新月异，城乡生生不息。从
青山秀水间到跨省风貌区，从网红衣锦
街到桥下风貌驿，从幸福食堂到智慧场
景……. 风貌建设始终从项目入手，筑

文化之基、应民生之需、建幸福之城。在

乡村，风情唐昌、秘境寻源、天目耕织、

浙西皖南，各美其美串珠成链，让临安

人心目中的“诗和远方”从蓝图逐渐变

为现实，实现从“美丽风景”到“美丽经

济”的华丽转变；在城市，苕溪锦带、陌
上锦门、千年衣锦、创锦青山、康泽锦

南，美美与共特色鲜明，奋力绘就吴越

名城共富美景，着力展现新时代城乡风
貌临安韵味。

老街蝶变新生，千年衣锦再添“烟火气”

文化之美，宜居之美，生生不息

记得住过去，看得见未来。未来社
区是共同富裕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基本
单元，也是老百姓向往的美好家园。

走进刚刚建成的锦北街道竹林未
来社区，有不少令人触动的幸福细节。

“懒得做饭，带上家人到社区食堂吃一
顿物美价廉的晚餐。”“下班后，把小伢

儿送去儿童驿站，我再到免费的健身房
里去撸个铁。”“社区邻里中心建成了，

让我们的幸福更加具象化了。”

竹林未来社区位于竹林巷，整个空

间共有三层，划分了多个功能区域，包
括党群服务、便民服务、社区食堂、居家
养老、亲子驿站、体育健身、社区学校等

功能区域，满足了“全龄”友好需要。

家住春天华府的退休职工郑庆一
今年 67岁，未来社区启用后，他第一时

间前来“打卡”，“以前我们附近没有活

动场所，现在有了这个邻里中心，有餐

厅、书画室，可以在这里看电影、写字画

画，挺不错。”郑庆一一边观看电影《我

和我的祖国》，一边对邻里中心的功能
场所频频点赞。

除了功能齐全，未来社区最出圈还

要数社区食堂。作为全区第一个“小哥

乐味食堂”，该食堂为外卖小哥、快递员

等新业态群体提供服务，在特定时段就

餐打折，设置公共休息间，提供免费茶

水、全天 24小时充电、充气等共享服
务。“快递小哥在中午 12：30以后就餐，

实行 7折优惠，下午 1点以后就餐实行
6折优惠。晚餐时间也实行类似优惠。”

竹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宓琳
说。

竹林社区面积 1.1平方公里，常住

户数 3561 户，常住人口约 8000 人。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尽力满足什

么。”宓琳介绍说，未来社区在建设和运
营上，始终以居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

以“公益 +低偿”特色运营模式为抓手，

立足未来，有效激活邻里中心主要功
能。“我们引进了德艺艺术中心，向学龄

前儿童提供各类艺术培训，有美术、口

才、舞蹈、乐高等课程，这些课程针对社

区居民都是打八折的。另外，每个月还

会提供丰富多彩的公益课程。”宓琳说
道。

社区迭代，未来已来。竹林社区只
是临安未来社区创建中的一个缩影。

2024年以来，临安区立足各个社区实
际，因地制宜打造“一社一品”，以特色

提颜值、以特色提内涵、以特色提温度，

让未来社区内聚人心、外塑形象。

锦城街道东门社区地处滨湖新城
的核心区，社区共有 9个小区、5000多
位居民，多数为年轻人，是临安主城区

最富朝气和未来属性的社区。2024年
以来，东门社区依托未来社区创建，积

极盘活生活空间，从健身、生活、创业等

维度入手，为居民打造有活力、有创享、

有生活的未来社区。“优·健身”是 2024
年 9月入驻东门社区未来邻里中心的
“健身空间”，各类健身设施齐全，还有

舞蹈室、瑜伽室等功能教室。其中，占地

100 多平方米的百姓健身房面向居民
免费开放，咖啡吧、书吧等一应俱全，为

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和亲子阅读场所。

在这里，不仅有“元气满满”的健身

空间，还有“氛围十足”的创业空间。

2023年 8月，社区引入野望文旅团队，

陆续举办“体验民族服饰”“非遗漆扇手

作”“非遗扎染手作”等公益活动，为社

区居民提供“小而精”的高品质创享服

务。“对于我们这些刚毕业又在陌生城
市开始新生活的人来说，这里的氛围很

年轻、友好，在这里，未来可期。”来自安
徽的陈女士满是憧憬。

以“未来”之名，为幸福“加码”。如
今，临安的未来社区早已“全面开花”，

在已建成的 7个省市级未来社区基础
上，2024年重点推进 8 个省级未来社
区创建。例如，长路畈社区通过“五社联
动”引入 20多个社团组织，实现服务对
象多样化，同时打造我区首个网约车司

机爱心驿家；青山社区将闲置空间、边

角废地等优化升级为社区口袋公园，打

通青山家园东面 280米的断头路，完成

长约 1500米的慢行共享环；锦溪社区

建设集理疗、保健、休憩、餐饮、观影、书

画等功能为一体的居民养老服务中心；

民主社区作为典型的城郊低密颐养型
社区，突出“融合”理念，对公共服务和
基础设施进行补缺与提升，实现“共享
在民主，和睦共邻里”的美好愿景；玲珑
山社区则重点改造婴幼儿成长驿站，引

进“小青苗艺术中心”，提供多元化亲子

互动和教育课程。

悦活东门，潮创未来 聚焦民生福祉，以“未来”开启未来

现代之美，未来之美，美美与共

从龙岗一路向西，横穿巍峨壮阔的

清凉峰，过昱岭关，直抵徽州，一路拥着

名山胜水，抵达黄山。这是一条风景秀

丽的江南风景线，也是一条共富共荣的
城乡发展线。

临安地处浙皖两省交界处，千年前

的徽商，沿着水路向东，带动了临安西

部乡镇的繁荣。千年后的今天，临安通

过跨省协作，实现浙皖携手同行、双向

奔“富”。

2024年以来，临安区在全省率先
开展跨省联创风貌样板区建设，临安—

歙县“浙西皖南·风情穿越”县域风貌区

创建工作拉开序幕。该风貌区创建范围

81.3平方公里，涉及临安区龙岗镇、清

凉峰镇及安徽省歙县三阳镇 3个乡镇

17个行政村。从地理位置上看，浙西和

皖南同属清凉峰山脉，山川峥嵘，水系

发达，四季各有景，风物皆成诗，独特的

自然风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
和民俗风情。

自风貌区创建以来，三镇从项目着

手，找差距、补短板，全域推进风貌整治

提升工作。其中，龙岗镇重点实施龙岗
门户形象提升、娘娘畈高标农田改造、

昌西溪综合整治、公共服务配套、环境
整治提升等项目；清凉峰镇对昱岭关门
户形象进行提升，开展生态化治理，对

杨溪村未来乡村和民宿进行改造；三阳

镇实施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大方茶加工

中心和示范基地建设、道路建设和环境

整治等项目……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动

作”，让三镇镇容村貌美得错落有致，更

焕发出了新的风采。

跨省共建，欣欣向荣。“风景之美只
是起点，如何通过产业、党建、人才等方

面，推动三镇合作共赢，才是我们追求

的终点。”该风貌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结

合两省三镇创建实际，积极挖掘提炼党

建共创、生态共塑、交通共脉、设施共

享、风貌共美、文化共融、产业共兴、人

才共育、品牌共建、旅游共促等“十个

共”特色做法。在产业共兴方面，山核桃

是两地的核心产业之一，通过签订联建

共富协议，打破区域壁垒，探索跨省共
富集群新模式。随着龙岗镇山核桃脱蒲
集散中心建成投用，加上中国坚果炒货

食品城的品牌效应，间接带动了安徽山

核桃价格水涨船高，促进当地山核桃产

业规模化发展。在人才共育方面，安徽

歙县、三阳镇每年选派干部来临挂职交
流，两地农创客更是通过跨省协作加强
商贸往来，以跨省交流、抱团发展的模

式，擦亮风貌区共富底色；在生态共塑

方面，积极开展浙皖六县市区人大跨区
域联动监督林长制工作，进一步优化预
防宣教和快速调处相结合的跨省矛盾
纠纷协调机制，强化日常监管和联合执

法相结合的生态共护模式。

闲置资产“活”起来，浙皖风貌“美”

起来。2024年 10月，位于龙岗镇的龙

岗故事观堂酒店开门迎客，为临安—歙

县“浙西皖南·风情穿越”县域风貌区再

添重量级力作。该酒店集住宿、餐饮、会

务、汤池为一体，30多幢建筑在设计上
采用“民国风”和“校园风”，以“黑瓦”和

“灰墙”为主基调，不仅盘活了闲置空

间，更是将现代风貌与历史文化深度融
合。值得一提的是，酒店内的砚山楼被
改造为风貌展馆，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两
省三镇以及临安和歙县在“千万工程”、

城乡和美推进过程中的主要成效，旨在

让群众、游客更深入地了解风貌区在创
建过程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从“一山同脉”到“浙皖同心”，以

“双向奔赴”实现“双向奔富”。自创建活
动开展以来，三镇在生态共护、边界治

理、产业发展、人才交流、乡村品牌、旅

游文化等方面开展联建活动 50余次，

促使三镇高频“同框”，携手双向奔

“富”。此外，通过举办“杭黄对话·首站

临安”———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
旅游廊道跨省合作推进会、开展浙西天
路 KOM爬坡赛等大型活动，在这条风
景如画的杭黄生态景观廊道上，农文旅

业态逐层推进，一年四季，一路精彩。这

里不仅是风貌建设的层层叠加，也是城

乡和美的深入诠释，更是富春山居图的

精彩呈现。

山居清凉峰,森苍映清浅

浙西之美，皖南之美，一脉相承

毗邻协作庆丰收，共绘浙皖好“丰”景 从“一山同脉”到“浙皖同心”，以“双向奔赴”实现“双向奔富”

方寸之间，转角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