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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福州三坊七巷南后街，

古朴清幽的青石板路、错落有致

的古厝、飞檐翘角的马鞍墙、榕树

繁茂枝叶妆成的“心”、头顶簪花

的青春面孔……如今的三坊七

巷，古韵与新潮交融，在岁月沉淀

的古朴雅致之外，更添了几分“年

轻态”的新活力。

“保护修复遵循‘修旧如旧，

保持总体坊巷格局、风格、风貌不

变’的原则。活化利用则要拥抱

年轻人，重点培育新业态、新文

化。”福州名城保护开发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郑羽说。

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现有

200余座古厝，其中各级文保单位

29 处。街区以古厝为核心元素，

紧跟“文化＋国潮＋旅游”新趋

势，国潮快闪店、沉浸式戏剧、街

头艺人演绎等文旅新业态接踵而

至，受到越来越多年轻游客的青睐。

三 坊 七 巷 、上 下 杭 、烟 台

山……在福州古厝集中连片分布

的历史文化街区，从“保下来”到

“活起来”再到“火起来”，活化利

用理念的更新，引领城市文脉历

久弥新。

“福州古厝中现有各级文物、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 6000 余

处，近两年开展的新一轮古厝登

记普查中，又遴选出 7000 余处价

值较高的老建筑，这 1.3 万余处古

厝就是福州古厝的精华。”福州市

名城委保护修复处处长黄峰说。

闽江北岸上下杭历史文化街

区，走过三通桥，再沿三捷河畔缓

步，不远处飘来淡淡的咖啡香气，

一栋精致的二层青砖小楼映入眼

帘，“网红打卡地”鹿森书店就坐

落于此。

简约而不失优雅的木质书架

上，既能看到西方古典书籍，也摆

放着福州当地文化绘本，轻柔舒

缓的纯音乐和暖黄色的光线，营

造出文艺而温馨的氛围，点一杯

咖啡或一份甜点，翻开精致的书

本，静静“雕刻时光”，成为不少年

轻游客的“心头好”。

正如鹿森书店所打造的集图

书、文创、餐饮等于一体的复合型

体验空间，上下杭的街头巷尾，历

史建筑与现代商圈有机融合，形

成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特色。

与上下杭隔江相望的烟台山

历史风貌区，山地街巷纵横交错、

园林古厝中西合璧、人文气质多

元包容，已成为福州商业和文化

的新地标。

“片区内共有文保建筑、历史

建筑及传统风貌建筑 191处，汇集

了福州开埠后的 17国领事馆以及

众多洋行、教堂、教会医院、教会

学校。”烟台山管委会副主任李晋

说，“在活化利用中锚定年轻客

群，我们引入成熟的商业模式，为

浓厚历史感的街区注入现代感。”

烟台山上的木构老建筑盐仓

遗址现已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在街区改造之前，盐仓遗址位于

巷道末端，因偏僻而通达性不佳。

“在业态规划时，我们以盐仓

遗址为中心，引入茶室、水吧、餐

厅，希望能把这里打造成消费者

愿意停留的小聚落。”烟台山商业

漫步街区市场推广合伙人周婧雯

说，“有的主理人主动开放店铺空

间，利用高差将绿化池改造成茶

座，我们再把街头艺人演出、文化

展览等活动导入，这个半围合的

小院现在已经变成别致一景。”

以老建筑为优质载体，在活

化利用中兼顾东方与西方、传统

与现代、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平衡，

烟台山以开放的心态、年轻的业

态、潮流的调性，成为外地游客优

选目的地。

“‘新鲜’永不过时，我们把

‘年轻’赋予古厝，期待能续写烟

台山百年风华。”周婧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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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记者 李

恒 董瑞丰）“十四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建

或改扩建体育公园 1900 余个、全民健身

中心近 1400 个、乡镇街道全民健身场地

器材补短板项目近 1.5 万个、户外运动公

共服务设施 5100 多个。同时，数字化升

级改造公共体育场馆 660余个。

这是记者 26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15 分钟健身圈”一般指在城市社

区，居民从居住地步行或者骑车不超过

15分钟范围内，就有可以开展健步走、广

场舞、球类运动等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场

地设施。

引导各地推进体育公园、全民健身

中心、健身步道等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

建设，支持完善农村地区和边疆地区全

民健身场地设施，持续补助公共体育场

馆免费或低收费向社会开放……国家体

育总局群众体育司二级巡视员杨敏在发

布会上介绍，国家体育总局会同各级体

育部门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大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供给，建设“15分钟健身圈”，让老

百姓就近就便参与体育锻炼。

发布会上的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

补助 2491 个公共体育场馆，覆盖全国近

1400个县级行政区域，受益人口超 4亿。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全民健身场

地设施在不断增加，健身场地不足的难

题也在持续缓解。”杨敏说。

德国，一片充满魅力的土地。在这

里，啤酒的泡沫与足球的激情相互交织，

诗歌的浪漫与哲学的深邃相得益彰。

足球是德国人的骄傲，是流淌在血

脉中的信仰。足球在德国的社会地位远

超运动本身，是连接不同社会阶层、年龄

群体和种族地域的纽带。

作为世界足球强国，德国以其严谨

的足球训练体系、强大的团队精神和高

超的竞技水平享誉全球。 2014 年世界

杯，德国队 7：1“血洗”巴西队的半决赛

至今令人瞠目，决赛“绝杀”阿根廷队、第

四度登顶则给无数德国球迷带来无上荣

光。

2024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在德国激战

正酣，这也是德国继 1988 年后再度举办

欧锦赛。球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为荣

誉而战；球场下，球迷们欢呼呐喊，为每

一次进攻欢欣鼓舞。与“死神”擦肩的埃

里克森用一粒进球完美回归；即将迎来

39岁生日的“魔笛”在一粒进球后黯然退

场；首次亮相欧锦赛的格鲁吉亚队昂首

挺进淘汰赛……

与足球同样深入人心的，还有以顶

级工艺生产、具有纯正口感的德国啤酒。

啤酒不仅是一种饮品，而且是一种

生活态度。适逢夏日，德国的大街小巷

弥漫着啤酒的芬芳。人们或围坐在酒

吧，或聚集在因欧锦赛而设立的“公共观

赛区”，或在球场外围的啤酒售卖点排起

长队，或驻留在“球迷观赛区”……举杯

畅饮，让麦芽的醇香在舌尖上跳跃，与足

球的激情相互呼应，激荡出无限热情与

活力。

除了足球和啤酒，德国的诗歌和哲

学也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从歌德的《普

罗米修斯》到海涅的《罗蕾莱》，从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

学》……诗歌如同球场上才华横溢的球

员，充满激情与力量；哲思则宛若科学严

谨的战术体系，向着胜利层层推进。

欧锦赛 16 强刚刚落位，法德西葡传

统豪强齐聚“死亡半区”，精彩的淘汰赛

即将打响。在这片赛场上，无论是醉人

的酒香、激昂的足球，还是浪漫的诗篇、

睿智的哲思，都将让人感受到生活的精

彩和生命的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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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 ，

土耳其队球员伊

尔迪兹（中）在比

赛中拼抢。

当 日 ，在 德

国 汉 堡 举 行 的

2024 欧洲足球锦

标 赛 F 组 第 三 轮

比 赛 中 ，土 耳 其

队 2 比 1 战 胜 捷

克队。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