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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政协港澳台侨委举办中山路视察及主题沙龙活动

本报讯（记者 林希 黄佳畅 尤怡玲）5月 6日下午，厦门市思明区政协港澳台侨委在中山路举办了视察及主题沙龙活动，组织 30余名政协委员到场参

加。大家以《关于打造中山路高品位商业街区的建议》的专委提案为轴，就中山路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展开了讨论，为“中山路如何更可爱”出谋划策。

沙龙主讲嘉宾有思明区中华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成灶，《关于打造中山路高品位商业街区的建议》提案执笔人魏剑，厦门市民俗专家郭坤聪，福建省旅游学

会执行会长、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彭一万。其余到会领导嘉宾有思明区政协主席陈炳良，思明区政协副主席郑尤男，厦门市旧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光强，厦门鑫中华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鹭杰，厦门鹭风报社社长、总编辑林希。活动由思明区政协常委吕韶风主持。

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建议。

”“

相比于全国其它中山路和

商业街，厦门中山路有着无可比

拟的六大优势和特色，即文化优

势、建筑优势、对台优势、环境优

势、商业优势、交通优势。中山路

是厦门近现代保存最完好、最完

整和最悠久的历史风貌建筑旧

城街区，沿街人文古迹、历史风

貌集中展示中西文化充分交融、

侨台情缘血脉相连，体现了厦门

人民高度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

中山路长度有 1.2公里，终

点通向大海，建于上世纪 20年

代。我们当今努力的目标，是要

打造一条高品位的商业街。在刚

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中山路人

气高涨，许多旅客慕名而来，但

繁荣的表象也无法掩盖它存在

已久的问题。中山路发展遇到的

最大问题是产权，沿街二楼三楼

的产权要置换，街道很难进行大

的改动，并且商铺月租金也过于

高昂。目前要想改变中山路，只

能做局部的调整，在古城东路打

造台湾商品一条街，在夜景工程

方面做调整提升。

侨批广场就是在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推动下建造

完成的，希望大家能为建设

中山路多提建议。
中华街道党工委书记吴成灶

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8年我在厦门读书，这里

美丽的环境、包容的文化就深

深吸引着我。当时的中山路有

着南洋骑楼建筑和各种百年

老字号特色品牌，具有浓厚的

文化气息。所以我出国留学

后，选择了厦门作为回国发展

的起点，公司也创办在中山路

上。

然而如 今的中山路客

流量大大增加，跟过去传统

的气息相比变得更加商业

化，存在业态过于简单低

端、老字号招牌经营惨淡、

大型商场面临倒闭、文化业

态濒临覆没等问题。希望中

山路日后能重新修整，重视

华侨影响，加大政府扶持力

度，让老字号延续，让文化

传承。 《关于打造中山路

高品位商业街区的建议》

提案执笔人魏剑

人们都说青年迷茫、中年踌

躇、老年沧桑。中山路 91岁了，

已经是老年阶段，这也勾起了我

们怀旧的心情。

中山路曾经是名人故居聚

集的地方，现在有名无实，例如

陈化成故居，里面已经出租给

他人。这里是诗人的产地，有许

多文人志士，附近的每个社区

也各有特点。这里曾有许多书

店、报社，文化气息浓厚，特点

是“古城边、通大海、商业街”。

中山路附近还有八市、中

山公园。将八市的“旧”和中山

路的“新”形成对比，以及将明

城墙遗址做成公园，通到中山

公园连成一体，这两个建议都

没有实行到位。中山路的创新

还有待加强。

我们不止要关注中山路的

建设，还应该关注到整个厦门。

要发动民众一起做这件事。我

们可以在位于中山路两端的鹭

江道、公安局附近建大型雕塑

或是老式城隍的门，装点出闽

南文化气息，让中山路“返璞归

真”。
厦门市民俗专家郭坤聪

中山路是一条通向大海的

商业街，全国有 30个城市的商

业街都学习了这一特色。中山

路要有文化气息，应该留住琴

行、书店等具有文化底蕴的产

业。这里有一个具体的建议：过

年写春联、贴春联是中国传统

民俗，中山路的店家可以用名

字撰写藏头联。春节期间，如果

店就显得家门口都张贴着红色

的春联，既喜庆又富有文化氛

围。

要挖掘文化，中山路还

应该好好研究骑楼的风格。

厦门骑楼是华侨们从新加坡

学来的，当年最早是建在开

元路。厦门的骑楼不仅有南

洋风格，还有闽南风格，融汇

了本土的东西，别具一番特

色。

要讲好中山路的故事。思

明的故事非常多，可以整理出

许多历史沉淀的故事和民俗传

说等等。 福建省旅游协会执行会长、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

名誉会长彭一万

我是 1979年来厦门读书，

对厦门的历史也有一定的见

证。这一二十年很少来，今天是

3年来第一次到厦门。

在我看来，中山路并没有

没落，大家不要悲观，中山路的

产业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在业

态结构的方面，我们可以将目

光放得长远一些。比如上海豫

园有名的南翔小笼汤包，虽然

只是小小汤包，只要能增加税

收就是好的业态。

目前，中山路存在的问题

是主题定位不明确，特色不明

显，过度商业化，景观设计不

足，基础设施不足等等。这些问

题的根源就是租金过高。

中山路具备消费、社交等

功能，它不是单纯的购物街，

而是生活街。不仅是中山路，

我们可以把周围都规划起来，

形成鱼骨形的街区，以中山路

为主路，周边为次路。这一点

有重庆解放碑的十字金街模

式可以借鉴。我们要发展科技

中山路、绿色中山路和创意旅

游特色。

目前，中山路应该注意到缺

失的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打造 5G的

布局，打造互联网科技森林一

条街，以此将年轻人和游客“粘

住”。 思明区政协委员周毅

大家刚才已经沿途视察了

中山路的发展状况，一定有所

感触。我们今天选在位于中山

路的海归企业———远思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来讨论中山路的

问题，很有意义。在座的新老厦

门人，都对中山路有着深切的

爱，殷切期望它能发展得更好。

今天这个沙龙主题活动的

形式非常好，中山路的定位、发

展值得我们深虑。中山路的业

态应该往哪儿走，应该如何顺

应市场、顺应市民的生活，在文

化上要留住些什么……这些都

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关键在于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希望政协

委员们能够进一步深入思考，

提出宝贵的建议，为建设美丽

中山路添一份力。

思明区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

思明区侨联主席苏枫红

思明区政协常委、

区侨联副主席吕韶风

演讲分享完毕后，现场有不少嘉宾也积极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一位保健医生提出，许多领导人对厦门的闽南特色文化都很

感兴趣，比如掌上木偶的文化。厦门跟北京、上海相比还缺少一些大型的文化类展览；一位先生提出，请大家思考厦门的味道是

什么，如何再现老厦门的生活方式……最后，思明区政协主席陈炳良对活动进行了总结，活动圆满结束。

中山路于 1925年建成，代

表着原汁原味的老厦门。现如

今中山路变成了美食街，希望大

家共同探讨旅游人气爆棚给中山

路带来的变化与影响，为重现当

年中山路的风采出谋划策。

思明区政协主席陈炳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