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024年第7期·　　　　 ·新西部

早上还是熙熙攘攘，往来人流不断。

2017年端午节，一个叫全建彪的人在城墙上骑行，

经过东南城角的时候，他看到了城墙下省委三号院早期

所在地和已被废弃的平绒厂厂房。他想，要是能够借鉴

以往西安老钢厂的城市更新的手法对这里进行改造，对

这片区域乃至整个西安的发展都意义重大。

就这样，全建彪成为西安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

发起人。

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全建彪终于在2018年国庆节前

一天完成了签约。紧接着，改造更新团队投入到前期调

研准备工作中，邀请了社会各界参与研讨，有建筑、艺术

以及文化领域的专家，还有在此生活的居民，大家聚集一

堂，讨论老菜场所在地块如何更新和未来发展定位。

2019年3月，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项目开工，到

2021年元旦前完工，5月正式开街运营。

“随着时代变迁和城市发展，从平绒厂，到建国门

综合农贸市场，再到城墙脚下‘灯下黑’的老地方，无

论是从情感难舍还是城市记忆保留，这块区域都需要更

新改造，重新焕发老城区城墙下的街巷魅力。”西安城

门里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老菜场副总经理上彦辉谈到

老菜场区域改造的意义时说到。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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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老一辈的城市记忆，焕活新时代商旅文融合发

展，老菜场在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保护方面，探索出了

一条独特的路。

微更新与轻改造

“从曾经的漆黑一片，到现在灯火璀璨，成为夜间

经济、夜文化活力涌现的街区，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提升硬件基础设施，增加游玩动线及多元游玩文化体验

活动，联动周边社会居民共建共治，才有我们眼前看到

的这片生机勃勃的市井文化创意街区。”西安城门里商

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老菜场媒体运营经理施德玲向记者

说道。

老菜场的改造围绕着建国门综合市场，包括建国门

顺城巷以东和信义巷两侧的沿街商业用房，以及楼上的

建筑空间。在“保留原居民原有生活状态”和“保持菜

市场的市井风貌”前提下，对老菜市场进行“微更新”

和“轻改造”。依托菜市场自身的日常生活气息及传统

市井所在地的文化属性，改造成为西安首个市井文化创

意街区，引入整合特色餐饮、咖啡茶室、个人工作室等

文旅新业态资源，以创意、潮流和艺术的元素，吸引了

不少品牌主理人入驻，也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来打卡游

玩体验。

亮点一：保留历史印记，焕发闲置新生

在 建 筑 设 计 与 空 间 利 用 上 ， 改 造 更 新 团 队 对 平 绒

厂的老工业厂房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实地调研，最大限度

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群主体结构及外部形态。老旧厂房原

有斜面建筑格局、楼梯间、墙面、闲置配电室、房屋椽

木结构等留有上个时代发展的斑驳印记部分都被保留下

来，大量如屋顶、死角等很难利用的闲置空间也被重新

挖掘和开发利用。闲置的车间厂房、民房、户外露台摇

身一变，成为老菜场著名的“八大天台”及年轻人聚集

场地。改造更新团队还基于自身的建筑专业背景和文化

创意园区的运营经验，增设天桥、连廊、户外楼梯、空

中广场等，拓宽了区域的立体空间，创造了“有机”的

人流动线，串联分散的旧厂房成一个整体，增加了游客

游玩的乐趣和活动区域。

在由闲置厂房楼梯间设计改造而来的“T美术馆”展

厅里，施德玲向记者介绍了一幅幅老菜场改造时留下的

照片。“这是未来者广场以前的样子，这是我们刚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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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巷及1、2号楼改造前后对比图

改造前 改造后

信义巷老厂房改造成特色商业前后对比图

改造前 改造后

信义桥改造前后对比图

改造前 改造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