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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镇将采取因地制宜的市政交通策略，保护传统街巷
骨架，保留老镇特色巷道。

传统肌理以文为神，以街为骨。长辛店老镇内南北
走向的长辛店大街以及 38 条胡同，是老镇的基本骨架。

“这个‘一街三十八巷’跟咱们在老城里常见的还不太一
样，它的胡同都是错口的，不是东西贯通的十字路口，跟

大街是丁字口的关系，这是
它的一个特点。”李明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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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个独特之处。
“传统商业街区一般是沿主街的建筑高，两边的

建筑低，老镇恰恰相反。”为此，规划中提出打造“船形
舶骨四门户”的空间结构。具体来看，就是“以船为
形”，保持老镇外侧高内部低、两端窄中间宽的船状空
间意向；“以街为骨”，延续长辛店老镇街巷胡同的空间
肌理；进而依托长辛店北关、长辛店火车站、曹家口路
和永济桥（南关）四个主要对外交通节点，打造功能复
合、充满活力的门户区。

按照规划，老镇还将采取因地制宜的市政交通策
略，保护传统街巷骨架，保留老镇特色巷道，既让区
域交通有序过境，又要保证老镇内部良好的慢行环
境。据了解，老镇内部的长辛店大街和曹家口路规
划为交通分时共享的街坊路，未来可以有更加灵活
的使用方式，让热闹繁荣的烟火气回归。以现有
道路空间为基础，老镇还将规划市政管线廊道，
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为未来发展预留资源。

老镇也将最大限度保留以“口”和“里”为
代表的传统街巷名称，延续老镇地名记忆。在
绿色空间布局上，老镇将保留长辛店大街重
要林荫景观，让丰台文化十景之一的“长辛
槐荫”更加突显，并进一步在老镇外围补植
树木，设计沿周口店路和京广铁路的两
条绿带，打造老镇的“绿色船舷”。

老镇更新将采取“渐进式、多
式并举、多元市场化”的创新模
式，探索保护传承与有机更新协
同的城市更新实施路径。

“老镇内大部分建筑都进行
过翻修、翻建，目前保留下来的
建筑，浓缩了从明清到新中国
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典型北方
民间建筑样式。”在李明扬看
来，老镇富有“年代拼贴感”的
建筑立面是承载历史记忆的
重要载体。因此，规划以“浓
缩时代记忆，开启未来生活”
为主导理念，依次划定风貌精
华区、风貌协调区及风貌延承
区等三类特色风貌分区，分区
明确风貌管控规则，在保留老
镇内各个时代的代表性建筑
及特色建筑元素的同时，“镶
嵌”植入当代设计语言，避免老
镇“景区”化、“标本”化。

例如，长辛店大街其中一
段定位为“民族文化创新坊”，建
筑风貌以“年代博物馆”为理念，
第一理发店将被整体保留、修旧
如旧，原回民食堂和仁丹药铺也
将在修缮后对外开放，百年老店北
天和永药铺将打造为集展览、休
憩、茶饮、中药及文化艺术为一体的
中式茶饮店铺，重焕新生；曹家口路

段定位“国际艺文大道”，建筑更新后，
将形成具有创新、艺术气质的新文化
街区。“我们不是要打造明清一条街，
或者民国一条街，而是要把这种强烈
的年代拼贴感，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
风貌主题。”在李明扬眼中，老镇的建
筑带有一种奇幻色彩，“希望未来能给
大家带来在北京其他地方体会不到、
体验不到的一种新奇的感觉。”

去年年底，老镇城市更新项目启
动区一期已开工建设，包含长辛店大
街、曹家口路两段街区、单体建筑的更
新以及回民食堂、第一理发店、仁丹药
铺等三栋历史建筑的修缮。

记者从实施主体丰台文旅集团了
解到，目前相关地块改建工程进展顺
利，预计今年“十一”开街。启动区二
期也已顺利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进入招标阶段。“老镇常新”，不仅
提出了长辛店老镇未来的发展方向，
也与“长辛店”这一历史地名暗合。

据悉，面对老镇实际建设情况复
杂，文保建筑、历史建筑、宗教建筑多种
建筑形式兼容，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
老镇更新将采取“渐进式、多式并举、多
元市场化”的创新模式，探索保护传承
与有机更新协同的城市更新实施路
径。“期待有更多关心长辛店、热爱长辛
店的人加入我们，大家一起探索，为长
辛店翻开一个新的篇章。”李明扬说。

老镇何去何从？保护历史与改善生活同等重要。
近年来，随着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等启动，长辛店老
镇搭上了发展的快车。

如果您去过长辛店，一定对长辛店大街印象深
刻。坡屋顶、红砖墙、贴面砖……从明清到新中国成立
以来不同年代的建筑排列两侧，多种元素杂糅，历史气
息扑面而来，给人以穿越时光之感。

“长辛店和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只有 18公里，但是很
多在北京生活的人，要么是压根儿不知道，要么觉得特
别远。”李明扬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
名城所的主任工程师，同时也是老镇控规编制团队的
负责人。在规划师眼里，长辛店在城市中的定位颇有
些尴尬，在中心城区里十分边缘，又不属于郊区新城，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处于“半野生”的发展状态，成为

“被遗忘的角落”。
问题显而易见。老镇的产业逐渐衰败停滞，土地权

属混杂，私搭乱建严重，居住环境亟待改善。然而，另一
方面，“被遗忘”的老镇又如同桃花源一般，保留下了丰
富的历史和生活图景。部分寺庙、店铺和民居院落仍保

持着原有的建筑风貌，“一街三十八巷”的街巷格局被
完整保存，亲切而怀旧的生活氛围唤起悠悠乡愁。

老镇何去何从？保护历史与改善生活同等重
要。2011年，长辛店老镇被列为北京市“三区四片”
棚户区之一；2013年，丰台区将长辛店老镇棚户区
改造列为折子工程，并委托市规划院启动老镇棚改
控规的研究与编制；2017年，老镇确定了“保护式
棚改”和“自愿搬迁”的原则，截至 2022年年底，全
域搬迁腾退率已达 96%以上，超 1.5 万人完成搬
迁。居民们搬入了崭新的安置房，而且近半数仍
在 15分钟的步行圈内，可以说是“家走了，生活
没离开”。腾退后的房屋则多数原地保留，静待
新生。

近年来，随着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和丰台分
区规划陆续发布，以及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
等一系列举措实施，长辛店老镇搭上了发展的
快车。作为全市 178 个城市更新重点街区之
一，老镇 2023年进入实质性推进新阶段，成为
北京率先实施区域综合性城市更新的地区。

长辛店老镇保护到底要保什么？一是保文化，二是
保肌理，三是保记忆。

此前，长辛店老镇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曾面向社会
公示。蓝图初绘，大量市民表达了对规划方案的认可，也
提出很多有益的优化建议。近日，该规划获得市政府批
复，为老镇更新明确方向。

“规划的重点就是如何处理新与老的关系。”李明扬
介绍，在凝聚多方共识的基础上，规划确定了长辛店

“千年驿站，老镇常新”的定位。一方面，要延续老镇百
年发展、不断生长的逻辑，保护好老镇的历史文化遗
产，延续老镇的生活气、烟火气，留存好老镇的精神记
忆与乡愁乡情；另一方面，要创新发展模式，激发老镇
的经济活力，融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科技，形成面向
未来的文化复兴之镇。

老镇保护到底要保什么？在李明扬看来，一是保文
化，二是保肌理，三是保记忆。据了解，老镇繁荣于明代，
依托其紧邻永定河的交通优势，由驿站发展成为商贸城
镇。清代雍正年间重修了从北京城到长辛店老镇的青石
板路，皇帝南巡也经过此路，这条路就被称为“九省御

道”，进一步带动了老镇的繁荣。20世纪初，卢
保铁路建成后经过老镇西侧并设长辛店火车
站，在铁路西侧建设了机车工厂，老镇成为中国
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九省御道’上的商贸古镇、首都红色文化
和近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策源地、近现代工业
社区，这就是长辛店的核心文化价值。”李明扬介
绍，为了更好地彰显、传承核心文化价值，规划划
定了物质文化保护要素，同时以居民口述史为基
础，梳理出老镇重要的精神记忆地标，分类提出文
物腾退、保护性考古、历史建筑修缮等保护与利用
要求。例如，位于曹家口东侧的长辛店大街工人
礼堂，由于道路拓宽已被拆除，可是老居民们还记
得曾在礼堂看电影、看戏、跳舞的场景。“那时候妈
妈给五分钱，自己舍不得花，上那儿看电影，我们小
时候老去。一个月两回。”“北京春雷京剧团来唱戏，
有时候也有河北梆子。”这些承载着生活记忆的点位
将以不同的方式融入未来的更新改造之中，实现新
老共生。

本报讯（特约记者 陈雪柠）“长辛店，五里长，二十
五里到良乡……”地处永定河畔的长辛店老镇，是明清

“九省御路”上的商贸重镇，也是首都红色文化和近现代
工业文明的重要策源地。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以及传统
产业腾退外迁，长辛店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区域发展
缺乏活力，亟待更新提升。

从地图上看，长辛店老镇的形态如同一叶扁舟。如
今，随着《北京丰台区长辛店老镇FT00-4011街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20年—2035年）》获市政府批复，
这座“千年驿站”即将开启新的航程，留住乡愁、面向未来。
约一万平方米的城市更新启动区将于今年“十一”率先开
街，邀请市民走一走、转一转，感受新老交融的独特风貌。

唤醒“被遗忘的角落”

传承文化留住乡愁记忆

保护“一街三十八巷”

避免老镇“景区”化“标本”化

长辛店老镇常新

更新后的组团内院更新后的组团内院（（示意图示意图）。）。

历史建筑第一理发店将整体保留历史建筑第一理发店将整体保留，，修旧如旧修旧如旧（（示意图示意图）。）。

长辛店大街景观长辛店大街景观（（示意图示意图）。）。

历史建筑回民食堂将修缮历史建筑回民食堂将修缮（（示意图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