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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高勇，是福州
古厝集团的一名员工，负
责梁厝特色历史文化街区
的文旅运营。从 2020年 3
月至今，他每天要从上渡
的家中，驱车 15公里来梁
厝打卡上班，见证了三江
口建设的福州速度。

“去年初，梁厝村路上
都是泥巴、碎石，车子的底
盘常常被刮花。”高勇说，这
一年多时间，15公里上班路

不仅好走了，颜值还提升
了。夏日来临，南江滨东大
道，一侧是网红生态公园，
一侧是高颜值纵深绿地，形
成“最美环岛带”。

高勇对梁厝的公共配
套，可谓如数家珍。去年 8
月，梁厝村外的螺城路、贻
燕路变成宽阔平坦的大马
路。10 月，梁厝特色历史
文化街区一期开放，37 处
古厝完成修缮，供游人参

观。12月，地铁1号线延长
线投入运营，梁厝进入了
主城区半小时生活圈。今
年3月，清华附中福州学校
揭牌。上个月，福州市美
术馆和福州市博物馆新馆
落户三江口的方案获得批
复。

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方面透露，近年来，福
州市委市政府坚持高标准、
高起点，优化深化三江口组

团规划和城市设计，来自国
内的专家团队，为三江口提
出了八大设计理念和目标：
亲水、生态的城市轴线；宜
人的街区环境；多元混合的
功能布局；便捷高效的交
通设施；舒适友好的慢行
系统；美观生态的景观环
境；复合化的地下空间；搭
建智慧城市支撑平台。这
些看似遥远的目标，如今
正一个一个地实现。

大美三江口 风生又水起
千年古村梁厝、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等地标在这里相互交融；福州坚持

生态优先理念，留住城市文脉，“城市会客厅”将更加宜居宜业

N海都记者 石磊磊 罗丹凌 包华 文/图

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福州，派江吻海，山水相依。
三江口是闽江、乌龙江、马江三江交汇处，这里东北

望鼓山，西南有城门山、清凉山。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让三江口孕育了千年古村梁厝的耕读文化，并为海峡文
化艺术中心等一系列福州现代城市地标建设提供良好
景观视廊。三江口，承载着疏解老城，连接滨海新城，推
动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的重要使命。

明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拉开大幕，集人文、
生态、建筑之美于一身的福州三江口，又将迎来高光时
刻，她将作为“城市会客厅”，迎接四方嘉宾到访，展示人
和自然和谐共生、传统和现代交相辉映的有福之州。

三江口片区的马航洲
湿地，被称作“鸟儿天堂”。

2019 年，福州市委市
政府就把马航洲定位为

“无人岛”，给生活在三江
口的白鹭、夜鹭、鸬鹚等上
百种鸟类，提供一个舒适
的栖息地。

市城乡建总集团所属
福州市花木有限责任公司
的项目经理王东，在 2019
年负责无人岛的生态修
复。他回忆说：“鱼塘、水
泥房子通通退出，我们种
植了本地榕树，还有一些
乡土果树。这些鸟类，平
时在湿地寻找鱼虾，到了
夏秋还能吃上各种果子。”

王东还记得，为了避
免人类上岛惊扰到野生
鸟类，原先用于大桥建设
和河道施工的便道也被
拆除。

马航洲湿地保护只是
福州市委市政府坚持生态
优先、落实生态修复的一
个案例。由北京市建筑设
计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和福州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组成的团队，为
三江口准备了一套生态保
护方案。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的主任规划师施媛
告诉记者，为了缓解福州

夏季的“热岛效应”，规划
团队为三江口预留了一条

“风道”——马杭洲河道。
这条规划河道，宽度从 50
米到 230米不等，比市区的
晋安河还宽阔。通过收集
气象、地理数据，马杭洲河
在GIS平台上，有了精确的
数学模型，未来河道建成
后，能有效改善片区的气
候环境。

“规划马杭洲河，修复
马航洲湿地，保护开发清
凉山、城门山、铁头山等山
体……福州把这部分生态
保护内容写入三江口的规
划。这在全国来说，都是
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举措。”
施媛说。

“福州需要更多现代
和传统相互融合的范本，
在三江口，我们要留文、
留绿、留魂。”福州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三江口规划布局
中 ，以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为
纲，营建美好人居和就业
环境。

下一步，三江口将继
续完善片区内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配套，推动多元
化住房供给，满足各阶层
市民的住房保障需求，承
接老城区人口疏解，更好
地集聚人气。

农具展示、大众茶馆、
乡村花艺、创意市集的推
出，让梁厝在8个月时间里
迎来了超过 70万名游客。
白天，在古村里体验农耕生
活，品尝地道的福州锅边、
蛎饼；夜晚，在街对面的海
峡文化艺术中心看电影、赏
歌剧。更多市民愿意来公
共配套齐全的三江口，感受

“有福之州”的人间烟火气。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

从小生活在梁厝的梁振
榕，就会来到街区老建筑
前，做起义务讲解员。

梁老师说，在梁厝历史
文化街区启动保护修复前，
村里的不少老建筑，有的排
水不畅，墙体剥落；有的年
久失修，屋面漏雨；有的按
照现代建筑的方法进行搭
盖，格局被水泥、铁皮破坏。

“修复前，街区的工作
人员会来了解我们老建筑
原先的格局，还有主人的
故事。专家为不同房子设
计不同方案，不是千篇一
律盖新房。房子没人住容
易坏，街区招商，并引入了
不少业态。”梁老师说，最

让他感动的是，原先存在
他儿时记忆中的村里水系
也得到恢复，串联起村里
的老建筑，溪流畔正在打
造一片世遗林。

清华同衡规划研究院
的设计师王瞳，参与梁厝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

编制。她说街区的保护考
虑了山、水、树木、历史环
境的各个要素；一些老房
子无法修缮，按照要求，施
工人员会收集石板、柱础、
木雕等构件，利用到别的
老建筑上，应保尽保，留住
城市的文脉。

坚持配套优先

留住城市文脉

彰显山水格局
最美环岛带

匠心修古厝

留生态廊道

世遗大会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三江口，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外墙用投影打上了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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