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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人常说，“先有铁路后有

城”。1898年，中东铁路的铁轨铺展至

松花江畔，欧洲等地侨民迁入，欧亚文

明在此交汇。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至

今，不过百余年光阴。

中央大街被视为哈尔滨的浓缩

版。欧洲 15 至 19 世纪的建筑流派都

可以在这条 1000 多米长的街道上寻

得“芳踪”。

1907 年哈尔滨开埠，中央大街成

为商业街。75 栋欧式与仿欧式建筑

中，36 栋被列为保护建筑。文艺复

兴、哥特式、拜占庭式、古典主义、折

中主义、新艺术运动……各种风格建

筑构成一部立体的西方建筑艺术史。

夏日的江风吹拂，中央大街两旁

的糖槭树郁郁葱葱。傍晚时分，阳台

音乐会歌声悠扬，街头艺人弹唱《喀秋

莎》，让人恍然穿越到百年前的市集。

人来人往，脚下的面包石被打磨得温

润光滑，见证着一座“网红城市”的繁

华与喧嚣。

与中央大街的精致典雅不同，老

道外则浸润着浓郁的市井气息，这里

保留着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

漫步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

中式四合院的布局穿着巴洛克式华丽

外衣，院落间错综相连，老字号商铺的

牌匾与西式立柱共享一面墙壁。这里

曾是闯关东商人的商铺与居所，他们

用西方的建筑语言写就东方的吉祥

祈愿。

细细观摩，这些雕花的图案多取

材于中国传统文化。葡萄与石榴象征

多子多福，牡丹寓意富贵，蝙蝠谐音

“福”，与铜钱、如意组合，表达着对福

运与顺遂的美好追求。遵循“一楼一

策”“修旧如旧”的理念，如今的改造

最大限度保留了建筑历史风貌，将“中

西合璧”四个字演绎得活灵活现。

作为中外闻名的“冰城”，哈尔滨

的冬天格外迷人。而覆着新雪的索菲

亚教堂洋葱头式穹顶，最能诠释北国

风情。这里是市民的广场、游客的打

卡地，白鸽盘旋，不少身穿盛装的“俄

罗斯公主”在旅拍中享受穿越的乐趣。

“哈尔滨的价值在于它让不同时

代、不同风格的建筑平等对话，没有割

裂，相交互融。”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

与设计学院院长孙澄说，这座“露天博

物馆”的魅力不仅在于建筑本身的华

丽，更在于它用砖石记录了一座城市

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生长出独特

的气质。

眼下，“尔滨”也在不断“焕新”。

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兰峰说，

从“冰雪出圈”到“四季长红”，哈尔滨

不断挖掘历史底蕴，塑造城市发展新

高度。宛如银丝带的哈尔滨大剧院、

气势恢宏的阳明滩大桥、充满工业风

的西城红场、时尚的群力音乐广场，成

为颇具现代感的新地标。

饱挟着东北的豪迈，糅合着欧陆

的优雅，如同松花江的水，这座百年名

城容纳百川，奔涌向前。

（记者 杨思琪）

新华社哈尔滨6月26日电

一座露天“万国建筑博物馆”
黑龙江哈尔滨：

在海南省澄迈县常树村的沉

香古树上，斑驳的结香痕迹记录

着百年光阴。这棵在当地被列为

名树保护的“活文物”，也是澄迈

沉香产业从传统种植向现代化产

业链转型的见证者。

澄 迈 被 誉 为“ 中 国 沉 香 之

乡”。走进海南省常树种养开发

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阵阵异香

扑面而来。不同规格的沉香原料

被分类摆放：完整的香材用于雕

刻摆件，碎料制成线香，粉末提炼

精油，就连木屑也被加工成高端

有机肥。

“这里的所有材料都能创造价

值。”车间负责人王大史告诉记

者。公司从 2020年起步，至今已形

成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等“一条

龙”链条，年产沉香树苗 50万株，直

接带动 60人就业，还免费向周边农

户输送嫁接、造香和加工技术。

在澄迈加乐镇，村民蔡亲信

的沉香加工坊里，伴随着机器轰

鸣声，原木被切割成规整的香

材。“这是我们本地的白木香，经

过人工造香后，5年就能结香。”他

指着晾晒架上的香块介绍，过去

野生沉香要几十、上百年才能成

材，现在人工培育让产业规模化

成为可能。

从历史上“一片万钱”，到如

今满山葱郁，澄迈目前沉香树种

植面积已发展到 3万亩，同时有 18
家合作社和 42 个加工基地，年产

值超 1亿元。更引人注目的是，今

年澄迈计划新增种植沉香树 5000
亩，并依托沉香发展旅游观光和

体验消费特色产业。

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的

文创展厅里，一组以苏东坡为灵感

的沉香文创产品吸引了参观者的

目光。这是今年 6 月初当地举办

的沉香文创设计大赛的参赛作品。

“沉香不仅是香料，更是文化

载体。”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局长唐甸丰介绍，未来将推

动优秀文创作品量产，让沉香文

化走进现代生活，从单纯卖原料

转向文化赋能，提升产品附加值。

目前，澄迈还在构建“一树一

码一证”溯源体系。“每棵沉香树

都有唯一的电子身份证，记录种

植、造香、采香全过程，以后还要

接入区块链技术，实现从种植到

销售的全流程追溯。”澄迈县林业

局局长张泰基说，以数万亩的种

植基地为基础，当地已经在布局

示范产业园，搭建集创意、设计、

拍卖、交易和产业化为一体的平

台，并推动沉香产业与健康产业、

兴乡助农等领域融合，借助海南

自贸港政策优势，探索沉香产品

出口退税等新模式，让沉香真正

成为致富树。

古树焕发新韵。澄迈沉香正

书写着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故

事。位于澄迈北部的海南奇楠园

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基

地，700亩土地上种植的 10多个品

种的沉香树，在火山岩土壤中茁

壮成长。

“澄迈的气候和土壤太适合

沉香树生长了，这里产的沉香品

质不输野生料。”基地负责人陈雨

来自浙江温州，他看中的是沉香

市场从“小众走向大众”的趋势，

“人工培植让沉香消费进入普通

家庭，现在我们参与做大做强这

个产业的信心更足了。”

（文/图 记者 陈凯姿）

来源：新华社

“沉香之乡”寻香记

左：位于哈尔滨市的阳明滩大桥（2022 年 3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中：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上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官邸旧址（2025 年 6 月 11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张树 摄）

右：游客在哈尔滨市地标建筑索菲亚教堂附近游玩（2025 年 4 月 8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位于海南澄迈县加乐镇的百年

沉香树。

海南省常树种养开发

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摆放

着沉香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