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姑苏古城以有机更新续写千年文脉

古建“逆生长”的N种尝试

杭州纳凉地图解码城市幸福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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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南京市溧水区
和凤镇张许村石臼湖畔
蓝天碧水，呈现一幅美丽
乡村风光旖旎的夏日景
观。近年来，当地持续推
进河湖生态修复治理机
制，打造美丽乡村人居环
境，构建“水清岸绿、景美
如画”的生态家园。

朱红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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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超”点旺无锡烟火气撬动消费新支点

52处“第二赛场”共嗨足球之夜

坐垫降温 地铁纳凉 防空洞避暑当热浪袭来，杭州这座城市正用科技
与巧思为市民带来高温下的清凉关怀。
在烈日暴晒下的共享单车坐垫，常常

会令出行者望而却步，杭州的共享单车则
穿上了“清凉外衣”。今年的升级版坐垫
表面经特别处理，清凉接触面增大，凭借
良好的隔热性能和对太阳光的有效反射，
在正午暴晒下最高可降温20℃左右。截
至目前，杭州全市已完成共享单车清凉坐
垫安装6.7万辆，预计7月上旬，7万辆配
备清凉坐垫的共享单车将全面上岗。
杭城还有更多贴心的纳凉举措。从7

月1日起，杭州地铁82个车站正式上线纳
凉点。这些纳凉点设置在站厅层不影响
乘客通行的区域，配备了充足的座椅，还
张贴着文明纳凉公约，引导市民文明避
暑。同时，全线网车站均配置了藿香正气
水、人丹、风油精等防暑用品。
同样从7月1日开启“清凉模式”的还

有杭州6处防空洞避暑纳凉点。这里恒
定在25℃左右，经过全方位升级，划分出
国防动员体验馆、烽火影院、烽火球场、共
享书屋等八大特色区域。防空洞避暑纳
凉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为市民在炎炎
夏日打造了一处清凉又有趣的休闲空间。

本报记者 吕倩雯

老花镜与手机屏幕交映，
智慧银发与前沿科技对话。
在浙江台州黄岩，AI培训师正
为“银发学员”推开智能世界
的大门，让“银发经济”在科技
赋能下焕发新活力。
“试试输入‘帮我规划杭

州、上海或北京的行程’！”在
黄岩老年大学的课堂里，来自
台州黄岩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的AI培训师李小亿围绕“AI
便捷生活”“AI娱乐新体验”展
开生动讲解。从AI发展现状
到生活应用，理论知识讲解完
毕后，老人紧盯手机屏幕认真
操作，感受科技带来的乐趣。

教老年人使用AI并非易
事。面对老年学员文化程度
参差不齐、手机操作生疏、反
应相对较慢等情况，AI培训师
团队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特
制课件中，App界面的每个功
能箭头都标注得格外醒目；教
学步骤被一一拆解，同时放大
字体和图片，确保老人能看得
清、跟得上。团队还准备了图
文并茂的辅导材料，将图片生
成、文案撰写等操作流程拆解
成可视化步骤，方便老人课上
随时学习、课后对照练习。

培训过程中，老年学员展
现出极高的学习热情。“再不
学就跟不上时代了！”学员陈
爱萍的感慨，道出了众多老人
的心声。随着AI语音助手、智
能家居等普及，不少老人对新
技术充满好奇，却苦于缺乏学
习渠道。“AI是新鲜事物，在老
年大学看到课程就马上报名了，老师讲
解细致、服务周到。”学员林宇说。

这份跨越数字鸿沟的教育实践，源
于团队敏锐的观察与长远的布局。2022
年底ChatGPT发布时，台州黄岩传媒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的AI培训师团队便捕捉到
老年群体的AI学习需求。今年DeepSeek
的出现，更坚定了他们开课的决心。

目前，老年AI课程已开展20期，吸
引近千人次线下学习。未来，团队还将
持续丰富课程内容，并推出线上视频，助
力“银发族”在智能时代优雅前行。

本报记者 毛丽君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苏超”迎来了第
六轮激战。场上是扣人心弦的比赛，场外
是赛事热潮卷起的消费活力。为了让更
多市民游客能沉浸式感受体育赛事的激
情，这个周末江苏无锡众多商场、景区、户
外广场利用室内外大屏进行赛事直播，开
启观赛“第二现场”，52个“足球夜市”绘就
了今夏最火爆的“赛事经济”图景。

7月5日晚，无锡客场对战扬州。球
迷林先生早就约好了朋友在惠山古镇一
起吃龙虾、喝啤酒、看直播。开赛13分钟
时，无锡队率先破门入球，现场响起热烈
的欢呼声。“太有氛围了！”虽然没抢到门
票，但在“第二现场”，林先生一样能体验
到绿茵场上的激情。“苏超”期间，惠山古

镇西神广场特设盱眙龙虾节夜市，各类小
吃香气四溢，超大屏幕直播球队激战。“遇
到比赛，广场基本不够坐，销量比平时增
长约50%。”龙虾摊摊主介绍。
位于滨湖区的湖滨商业街，是无锡夜

经济的典型代表。开赛前半个小时，湖滨
商业街夜市帆船喷泉广场上已围坐不少球
迷。商业街上的餐馆也进入了“战斗状
态”，一家龙虾店内外贴满了“无锡加油”
“无锡必胜”等应援标语。“我们从7月1日
就开始布置，工作人员统一换上无锡队同
款队服，还推出了点扬州老鹅送扬州炒饭
活动。”龙虾店经理窦加耘说，当晚客流、销
售增加了三成，光瓶装啤酒就卖出300瓶。
夏日户外酷热难耐，不少市民选择去

商场避暑纳凉。位于新吴区的万达广场，
将商场中庭布置成了观赛厅，设置高清大
屏，还准备了200个席位供市民观赛。李
先生与儿子早早来到现场：“我们都喜欢
足球，在这里看比赛，可以和周围的球迷
交流，还有空调，舒适度和氛围感拉满。”
为让观众沉浸式体验比赛，商场布置

了足球和气球美陈，并发放饮用水、爆米
花、荧光棒等物料，现场还设有抽奖活
动。新吴万达市场部经理周佳倩介绍，当
天的比赛为商场带来了流量“红利”，不少
市民特意提前来到门店吃饭、逛街。初步
统计，新吴万达当天客流量比平时增长
25%以上，赛事对餐饮、购物等起到了一
波拉动效应。 本报记者 黄于悦

AI

清末的陈宅变身融合黄金文化与非
遗技艺的博物馆，解放前风情的金城新村
成了年轻人追捧的多元文化街区，老旧小
区里新增的充电桩温暖着寻常日子……
从“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凝聚社会合
力，到产城融合与文化赋能激活老空间价
值，再到聚焦民生需求的精细化改造，姑
苏古城在青砖黛瓦间不断探索“有机更新”
保护之路，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
体，让古建老宅通过活化利用焕发新生。

苏式园林变身“黄金屋”
今年亮相的江南首座黄金博物馆所

在地是清末建筑陈宅，随着岁月变迁，主
建筑与园林均遭损毁。在“古城保护更新
伙伴计划”的“合伙人”、老字号品牌“老萬
年”的打造下，这座古宅活化改造为占地
3200多平方米，以黄金文化为核心，融合
园林美学与沉浸式体验的黄金文化与非
遗技艺的艺术展示空间。
“作为一家有300多年非遗传承技艺

的老字号品牌，在传承的同时也需要更新

和发展。在改造过程中，我们尊重老宅的
历史风貌，尽可能保留了原有建筑的结构
和特色，同时融入现代设计元素，让古老
与现代完美融合。”苏州老萬年黄金品牌
负责人谢臻表示。
“这一系列的老宅更新案例，展现了

‘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的显著成效。我
们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到这个计划中，赋予
老宅多样化。”苏州姑苏区古城保护委员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6月，“伙
伴计划”已累计上线古建老宅80座，36座
宅子找到“新伙伴”，在项目推进阶段，各
参与方的目标就是让古建“活”出新精彩。

花园洋房“潮”出新热度
苏州古城的城市更新，从来不只是

“物理空间的翻新”，而是让城市空间焕发
新的价值活力。
走进位于五卅路148号的金城新村，

一幢幢解放前风情小洋房映入眼帘。金
城新村原为金城银行于上世纪30年代建
造的西式别墅区，地处苏州子城核心区

域，坐拥十余幢砖木结构的二层西式别
墅。如今，这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与活
力。在苏州名城保护集团古城公司市场
运营部副经理尹雪山看来，金城新村的
“出圈”是产城融合与文化赋能的成功范
例。“从项目初期开始，就将金城新村定位
为年轻人的活力街区，招商也侧重文化创
意、艺术等领域，比如集邮社、兔柚咖啡
厅、悉下清吧等。同时，还以解放上海战
役指挥机关旧址为契机，打造了红色文化
体验场景，通过文化赋能让金城新村更具
内涵。”
如今，金城新村已成为苏州城市更新

中一张亮丽的新名片。今年累计接待各
类党建团体200余场，超1万人次。最近，
趁着“苏超”的热度，尹雪山和他的团队开
始策划苏州主场比赛第二观看点，让热爱
足球的人们在此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老旧小区“改”出幸福感
作为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旧小区

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位于姑苏区护城河畔

的永林新村二区，建于1990年至2000年
间，已有近30年的历史。这里共有79幢房
屋，居住着2534户居民，总建筑面积约达
19.7万平方米。由于建造年代早，小区出
现房屋老化、道路破损、停车位不足等问
题，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姑苏
区相关部门听取了居民的意见和需求后，
将永林新村二区纳入了城市更新计划。
在改造过程中，对小区的外立面统一

进行了翻新，增设大量停车位和充电桩，
更加注重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优化和升
级社区内公共活动空间和绿化空间。“现
在小区道路平整干净，停车也方便了。孩
子们有了更好的玩耍空间，老人也有舒适
的活动场所。”73岁的张阿姨感慨道。
从顶层设计到民生细节，从产城融合

到文脉传承，苏州城市更新之路用实践证
明：城市更新的本质，是让生活于此的人
更幸福，让城市的记忆可触摸，让发展的
动能可持续。这座“活着的千年古城”，总
能给人带来惊喜。

本报记者 唐闻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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