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真如故 守护老街“修养”
一直以来，南河头以其深远的历

史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平湖人
心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作为南
河头历史文化的载体，一座座见证昔
日繁华又饱经沧桑巨变的古建筑，同
样也是平湖人难以割舍的乡愁记忆。

“古建筑是南河头生命的一部分，
在南河头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开发建
设中，我们坚持平衡好‘保护’与‘开
发’的关系，以匠心匠艺打造不负平湖
人民厚望的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城
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盛跃说。南
河头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东临南河头
一期、南至北台弄及建国南路沿线、西
至鸣喜桥、北至人民路，这里集聚了一
批名门望族旧宅，延续数百年仍保留
着浓厚的年代气息。按照“修缮先行、
分步开发”的思路，一期开街后不久，
城投集团就投入到建国路以西区域的
保护性修缮工作中。秉承“修旧如故、
以存其真”的原则，城投铁军大力发扬
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作风，制定落实

“一建筑一方案”，悉心还原古建筑本
色，守护老街百年“修养”与气蕴，促进
长效保护和长久延续。

走进位于南河头北台弄的朱宅，
好似穿越时空回到百余年前，旧时朱
氏一族的繁荣兴旺依稀可辨。根据记
载，朱宅建于晚清时期，为二层三开间
三进带西侧便弄结构，是一座典型的
江南特色民居，也是南河头历史文化
街区后续开发建设中第一批抢救性保
护建筑。“由于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
内部支撑结构腐蚀较为严重，为了尽
可能还原建筑本真原貌，我们坚持最
小干预的准则，采用墩接、广漆等传统
工艺以及同时期、同质地、同形状的建
筑旧材，确保老宅‘修旧如旧’。”城投
集团下属南河头街区（景区）公司副经
理夏红强介绍说。经过一番精致雕
琢，朱宅内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一
檐一角皆已被“唤醒”，静静彰显着江
南贵胄之家“典雅而不失庄重、个性而
不失沉稳”的气质。

有着“鸣珂里”（指贵人的居处 ）
之称的南河头，不光拥有古色古香的
江南民居，还有中西合璧的民国住
宅。位于南河头北台弄的陈宅，正是
这样一处“洋气”宅院。踏入其间，一
进的罗马廊柱、铁艺窗、露台等西式建

筑元素吸人眼球，浓厚的西洋风格生
动注脚了“西风渐进”的时代印记；行
至二进，白墙黛瓦的中式小楼优雅伫
立，简约而又清新脱俗，可以想象，在
当时一众水乡雅居之中，陈宅是何等
风光恣意。惊艳的背后是匠心倾付。
夏红强告诉记者，在陈宅的修缮过程
中，城投铁军坚持将中西合璧的风格
保留下来，浸透到建筑各处细节，并恢
复了陈宅二进天井中的古井与二层传
统遮阳板，进一步呈现陈宅昔日的生
活气息与江南枕河人家前街后河的地
域特色。

一寸一匠心，一尺一品质。在还
原古建筑原貌的同时，城投集团还精
准把握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打造进
程，并于 2022年启动实施南河头一至
四期环线贯通项目，积极开展“碧水绕
城”工程与街区保护更新，以“绣花”之
功还原街区肌理风貌和百姓生活面
貌。眼下，街区风光正好，不妨趁着渐
浓秋色，去走一走青石板路，看一看梦
里水乡，品一品文保古建流淌出的人
文风情，感受从城市深处弥散出的浓
浓“江南味”。

今天，在平湖人民群众万般期待中，南河头鸣
喜桥以东环通区域正式开街了。当历史与现代在
这里相遇，当纯朴与时尚在这里交融，南河头鸣喜
桥以东环通区域以全新的面貌亮相在全市人民面
前，于平湖这座城市而言，随着鸣喜桥以东环通区
域的开街，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的内涵更加深刻、
外延更加拓展，平湖这块历史文化金字招牌更加

“闪亮”。
在这里，感悟的是初心之美。你还记得南河

头原来的样子吗？从普通百姓茶余饭后闲话家常
中，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中，我们一
次次地感受着平湖人民骨子里对南河头深切的感
情，这份复杂的感情里饱含着惋惜、饱含着无奈。
从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对南河头进行开发性保
护、保护性开发，到市城投集团积极响应市委、市
政府号召，具体负责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相关工
作，我们看到城投人怀着一份深情，秉持着一份匠
心，在过去数年里尽职担当、破难攻坚，这才有了
今日的南河头。这项艰巨的系统性工程的背后，
是决策者、执行者那颗温热的初心。

在这里，传承的是文化之韵。不少市民喜欢去
南河头走一走石板路，看一看周边古建筑。走在石
板路上，穿梭于古建筑之间，仿佛回到了当初那个

“老底子”的年代。我们喜欢缅怀过去，并不是因为
一座座老建筑，而是这些建筑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力
量。当年，葛氏家族创办了“传朴堂”、兴办了“稚川
学堂”，彰显了兴学报国的家国情怀和担当大义。
作为名门望族集聚地，南河头用实际行动阐释了

“达则兼济天下”的大意。如今，南河头旧宅依旧，
其散发的精神力量却历久弥新。这也得益于城投
铁军在南河头开发过程中，坚持修旧如旧，坚持讲
好历史故事，让今天的南河头更有文化的韵味、更
有历史的风骨，“城市客厅，精神家园”的定位更加
清晰。

在这里，吹拂的是现代之风。一座历史文化街
区的生命力，在于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
体。从2019年南河头一期开街，到如今鸣喜桥以
东环通区域正式开街，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正一步
步从历史中走来，走进大众视野、走进群众生活。
业态，是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关
键。从列入2023年度浙江省特色商业街（区）试点
名单，到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正式开街，总计29家
商户、38家商铺入驻，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正以项
目招引丰富街区业态、迸发发展活力。南河头历史
文化街区，这一东湖之脉已然成为繁华之地。

在这个充满秋意的季节，让我们去南河头历史
文化街区走一走，一张厚重的南河头历史画卷就会
缓缓铺陈开来，这里的一砖一瓦述说着过去岁月悠
悠，这里的一草一木述说着今朝岁月美好。我们在
这里，遇见历史、遇见文化，也遇见生活、遇见更美
好的我们。

老街新景 步步匠心

核心提示：一座有底蕴的城市，一定有着历史文化的厚度；一条有故事的老街，一定系着乡情、乡

恋和乡愁，比如南河头。

南河头一期自2019年开街以来，受到了本地市民以及周边游客的高度好评，累计迎来了300多万人

次纷至打卡，这让沉静已久的老街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一期之后，城投铁军乘势而上、再接再厉、

续写辉煌，扎实推动南河头一期向西延伸，一个更有“修养”、更有“气质”、更有“故事”的南河头已然绽放，

平湖人的“城市客厅”和“精神家园”也愈加丰满充盈。时光流转，街区焕新，但是城投人守护城市历史文

化根脉的深情与敬意没有褪色，为城为民的尽职担当与匠心追求依然鲜亮如初。

■■记者记者 汤智娟汤智娟 通讯员通讯员 钱斌燕钱斌燕 王瑾珺王瑾珺 沈敏杰沈敏杰

———读懂南河头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开街背后的—读懂南河头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开街背后的““城投匠心城投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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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创新深深 度度11

运营，一个藏在老街背后的故事，
却天天在人来人往中、在烟火升腾中，
与大家见面，无声无息又无处不在。
就像南河头这条小河，静默而又奔
放。这是文化符号，一头连着流动的
历史文化，一头连着创新的运营文化。

从古走到今，岁月看运营。南河
头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沉淀的历史
文化中，运营被延绵不绝传承。在南
河头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恰有这样
一处地方，它的名字唤作葛氏茶楼。
八仙桌、老式茶壶、精品茶叶……坐
在修缮、装修后的葛氏茶楼一隅，泡
一壶清香宜人的热茶，浅斟慢饮中，
耳边总能听到关于葛氏一族的故事，
这些故事里，都蕴含着运营的理念。
无论是财富的运作，还是文化的运
流，都体现了契合时代的价值。葛氏
通过经营木业、因商致富，并由其子
孙后辈匠心接力、发扬传承，兴办“稚
川学堂”，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依
托其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城投集团还
将其旧址打造为“稚川学堂展示馆”，
综合展示稚川校训、历史照片、文化
典故等珍贵史料，充分展现葛氏兴学
报国的担当大义，彰显街区深厚历史
文化底蕴。

与葛氏家族一样，南河头旧时的
各家运营，累积了深厚的运作与经营
的资源和经验。而如今，这样的运营
故事，穿梭在南河头老街，带着历史的

记忆，植入时代的基因，融入城投的匠
心。比如为了让葛氏家族的运营精髓
鲜活起来、传承下去，城投集团下属商
业管理公司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做

“历史功课”，深度思考后续运营与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连结点，力促“老故
事”获得新传播，葛氏茶楼里传出的老
故事，恰是匠心运营的一个佐证。

“修缮一条老街，打造一批业态，
最关键的是要把运营这盘棋走活。街
是一个形，运营是灵魂，好的运营就能
让老街活起来、火起来、热起来。”盛跃
说，南河头街区承载着很多平湖人的
过去、现在，街区的运营则关系着老街
本身的现在和未来，这张试卷一定要
下功夫做得出色、做得出彩。

携手文旅体局挖掘南河头诗词歌
赋、赴市图书馆研读咀嚼南河头相关
典籍、拜访请教专家学者及古建筑后
人……为让更多鲜为人知的南河头记
忆鲜活起来、传承下去，城投铁军在南
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后续开发中先行铺
垫准备运营事宜，通过全面梳理、系统
总结“钻研”所得，并将其运用于环通
区域氛围布置、后续运营管理实践之
中，着力推动城市记忆口口相传、代代
相袭，持续增强平湖人民对城市文化
的认同感。

天道酬勤，不负匠心。如今踱步
老街巷弄，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扑面
而来：一串串垂挂在街区古树下的诗

词灯，一字一句述说着南河头灿若繁
星的历史文化故事；河道里的盏盏花
灯、廊道里的特色灯笼、拐角处的瓜乡
美陈，无不透露着具有平湖特色的古
风雅调，又如荧荧流星折射出运营者
的匠心巧思。

不光是环境氛围给人以浓郁的人
文气息，一家家分布在街区里的商铺，
也透露出了文化与繁华相融的魅力。

“商铺是老街的灵魂，是街区始终保有
活力的关键，为此我们努力做优商户
服务，营造良好街区氛围，为老街发展
赋能增效。”城投集团下属商业管理公
司副经理封佑林说。一次次上门服
务、一趟趟装修指导、一遍遍安全检
查、一波波商铺推介……在孜孜不倦
的运营保障中，一个个新业态加速迈
上正轨、释放活力，开启了城市记忆的
新篇章。

立足新起点，未来犹可期。“按照
后续运营计划，我们拟将南河头打造
成为集场景娱乐、休闲餐饮、社区生
活、儿童游乐、社交空间于一体的‘古
风主题沉浸商业文旅街区’，推出一个
网红建筑、一组人物、一场演出等‘九
个一’系列运营亮点，并依托春夏秋冬
四个季节，构建多元节事活动体系，不
断增进本地市民幸福感、提升周边游
客获得感，全力谱写好南河头发展的
新故事。”城投集团副总经理潘俊男介
绍说。

匠心运营 续写老街“新传”

焕新业态 升华老街“气质”
在南河头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东

入口处（南河头一期西向延伸），建国
路西侧，一个复古时尚的超级流量 IP
项目——文和里，无疑是“自带光环”
的显眼角色。从外观上看，透明玻璃
外墙加上老建筑内核的搭配，呈现出
鲜明的辨识度；从业态上看，传统小吃
与精致佳肴的集合，使得诗意与烟火
并存。

为何会在历史文化氛围浓厚的南
河头引入这样一个“网红”项目？“南河
头一期开街后我们发现，能够让市民
游客时常来、愿意来、留下来的业态项
目还远远不够，因此在环通区域古建
保护修缮的同时，我们将目光聚焦在
了‘烟火气’与‘高品质’两个关键词
上，同步开展业态招引，提升街区‘气
质’，形成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的品牌，
推动南河头在保护中实现新生与发
展。”城投集团下属城建服务中心主任
冯晓美介绍说。文和里项目的入驻，
正是集团加码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后
续开发的一次大胆尝试。

作为嘉兴地区首个“文和里”，平

湖南河头项目也被赋予了特别“使
命”——让街区更“鲜活”。根据目标
定位，南河头“文和里”项目将被打造
成“饮食+潮玩”网红打卡为一体的美
食文旅综合体、一个高能的“超级文和
里”，营造人文与市井交织的浓厚氛
围，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打卡，从
而实现南河头因文和里更“活”，文和
里因南河头更“兴”。

事实上，从项目签约到如今对外
亮相，文和里的落地之路并不平坦。
大量的加固修缮任务、高难度挑空式
改造、复杂的场景设置，再加上当时反
复的疫情，令项目推动“难上加难”。
为了保障项目能够早日落地见效，城
投铁军撸起袖子，迈开步子，扑下身
子，在一次次项目例会、项目协调会、
项目推进会中攻坚克难、推动问题解
决，为项目的如期亮相奠定了坚实基
础。据悉，整个文和里项目预计 11月
将全面启用，届时市民游客可尽情在
此追逐美食与潮流的碰撞，感受老街
区里的怀旧与时尚。

业态“活水”浇灌，街区活力迸发。

放眼南河头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除了
大体量的文和里，一大批个性化、多元
化、品质化的业态种类也在此齐聚，共
计有29家商户、38家商铺入驻。“既有
木言木语清酒吧、福气小酒馆等一批流
量网红店，又有莫氏文人面馆、睿庭等
一批有调性的高品质餐饮店，同时还导
入了平湖圆作、张氏鸡蛋糕、口福集萃
等一批非遗及充满烟火气的本地特色
小店，以及港符火锅、DF法式面包、宋
韵雅居、缦荼琴舍等一批连锁品牌及休
闲体验店，依托丰富的新业态，将进一
步增加南河头的烟火气，增添街区乃至
平湖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助力提升城市
发展品质。”冯晓美表示。

打好“历史文化”牌，拓展招引新
格局，添就街区新繁华。“这次看到了
一个更具生活气息的南河头，真不
错！”“不只是‘逛吃逛吃’的好去处，也
是‘解压’‘充电’的最佳宝地。”……对
于期待已久的市民游客而言，城投集
团准备的这份惊喜，足以可见用心与
诚意。这一次，“想你的风”不光在南
河头吹拂，还要吹进人们的心坎上。

采访札记

■胡佳英

群众点评

汤晓鸣
（水洞埭社区居民）

以前晚上散步路过的时候，总会忍不住朝着围
挡看一眼南河头的修缮情况，现在终于揭开神秘面
纱了，比想象中还要美！要说最大的变化，应该是
把以前破旧的面貌“一扫而光”，变得明亮、整洁有
活力了。比较惊喜的是，原先因为历史原因受到损
坏的一些建筑面貌也恢复了，比如陈宅原先的铁艺
窗其实都被填满了，现在恢复了镂空的样子，还有
葛氏茶馆墙上的砖雕文字，也能看清楚了，真是细
节之中见真章！这样的保护与开发，可以说是功在
当代、利在长远。

谢炜恺
（东湖社区居民）

南河头鸣喜桥以东环通区域开街后，可逛性更
强了，再加上各种商业的布局入驻，一下子打开了
老街的格局。现在南河头给人的感觉是，既有岁月
沉淀下来的静美和韵味，也有新兴业态赋予的活力
与张力。对于年长一点的人来说，可以拾起曾经在
这里生活的独家记忆，重温旧时光里的温馨与感
动；对于年纪轻的人来说，这里又是一个追溯城市
历史文化之源、赏味人间烟火与诗情画意的“宝藏”
之地。作为平湖人，能看到城市里有这么一处“世
外桃源”，我感到很自豪。

朱宅

陈宅

文和里

沿街业态

莫氏文人面馆

葛氏茶楼

花灯街影

稚川学堂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