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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百年愚园路，半部上海近代史。
近年来，这条梧桐树荫下的小马路，经过城市更新，在丰厚的历史土壤之上，开出

时尚文艺之花，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街。
历史深处仍可看见人间烟火。很多人认为，愚园路的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

历史风貌保护与人民生活改善中找到了平衡，正所谓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此
外，在改造模式的探索上，愚园路也作了不少尝试和突破。

真实情况可能不像想象中那样乐观。近日，本报记者蹲点愚园路岐山村调研发现，
那些外表光鲜的老房子里，很多人家的居住条件只能用“窘迫”来形容，居民盼望改造的
呼声非常迫切。但因种种条件所限，始终找不到可行之路，客观上对老建筑本身也造成
了破坏。此外，城市更新引入社会力量后遭遇的矛盾与瓶颈，也需要更多的破解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曾经说过，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
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在《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城市发展要善于调
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聚促进城市发展正能量。要坚持协调协同，尽
最大可能推动政府、社会、市民同心同向行动，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
勤劳之手同向发力。

岐山村这些老建筑和居住在里面的老人，如何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善待？如何突
破现有的机制和法律瓶颈，创新理念与手段，凝聚人心和共识，让更多类似的城市更
新从“面子”到“里子”都光鲜？这需要社会各方一起想办法、共同发力。

岐山村即愚园路    弄，是愚园路上颇为
著名的新式里弄之一。    年—    年间由
美商中国营业公司、中央信托局等房地产商联
建  幢中西式 层楼房，加上建于    年的 
幢 层花园洋房东苑别业，共计  幢。当时业
主借周武王发祥于岐山，冠名“岐山村”。    
年，总建筑面积约 . 万平方米的岐山村被列
入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目前，岐山居民区实有户数    户，实
有人口    人，其中转租他人的有   户，占
总户数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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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住愚园路岐山村的魏取华今年  岁，卫生设施改造以后，魏阿姨
用上了干净整洁的独立卫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