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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穿越百年，你能说出几
种“橘子”元素？

从浦口码头下了轮渡，正对面就是浦口
火车站——曾经的南京北站。10月 23 日
11点多，现代快报记者见到，车站风雨长廊
和广场里满是衣着鲜亮的游客，从轮渡前往
新开放街区的路上，游客们拍照留念、合影
打卡，玩得不亦乐乎。

浦口火车站作为“百年老火车站”，因
《背影》和多部影视作品拍摄取景而知名，成
为南京的文化地标。此外，浦口火车站还是
南京近代工业发展的缩影，是近代历史建
筑、文保建筑的遗存集聚区。此次开街，车
站周边一批文保建筑经过修缮后，揭开神秘
面纱。

“目前我们街区内主要有两条道路，大
马路和津浦路，所有的店铺和打卡点也是沿
着这里设置的。”负责街区更新的南京扬子
文化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崔然介
绍，街区在“修旧如旧”更新后，各建筑仍保
留着原本的外观风格。目前街区内对外开
放的有书店、旧物店、旗袍店、民宿、小型展

馆、小吃店、咖啡店、茶室等多种业态。
漫步街区，街区内多处还原出课本中的

模样，仿佛让人“穿越”百年，走进了朱自清
的《背影》里：朱自清雕塑、《背影》课本墙、堆
满“橘子”的座椅……都再现了经典文学《背
影》中的场景，并以文创、互动体验等多种形
式将文学连接到生活场景中。

值得一提的是，“橘子香氛”“橘子咖啡”
“橘子文创”“橘子雕塑”“橘子糖葫芦”……
街区内处处可见“橘子”元素，甚至红墙边还
种植了一棵真的橘子树。如果你也计划来
此游玩，不妨留心数数，街区一共有多少“橘
子”元素。

提醒：高峰日轮渡需长时间
排队，请错峰游玩

“最文艺火车站”爆火，也让原本就是网
红打卡点的宁浦轮渡更加热闹。10月23日
上午，现代快报记者在中山码头、浦口码头
见到，游客在渡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等待
乘坐轮渡过江。

南京轮渡有限公司运营中心主任金勇介
绍，国庆期间，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宁浦轮渡

打卡，假期日均客流达到了1.3万～1.5万人
次。国庆后，浦口火车站街区开放，不少老南
京人、游客纷纷慕名前来游玩，更为轮渡客流
带来了较大幅度的上涨，尤其是在天气晴好
的周末，单日客流能达到1.4万～1.6万人次。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尽量错峰出行。”金勇说，面对大客流，轮渡
公司在候船大厅内设置了人行通道和车行
通道，做到人车分离，保证通行安全。从候
船大厅进入轮渡内，每隔几米就有工作人员
在现场对乘客进行引导和安全提醒，如果游
客有特殊需求，可以到志愿者服务台，轮渡
公司可免费为市民提供开水、雨伞，也有特
设的母婴室，为特殊人群提供帮扶等。

据介绍，目前宁浦轮渡执行冬令时，船
舶按照既定的班次开行，每艘船也需严格核
定载客数和非机动车载车数，绝对不能超
载。大家可以关注“南京轮渡有限公司”微
信公众号，查询轮渡的班次表，避免长时间
等待。如果市民是前往浦口街区游玩的，建
议不要骑行电动车或共享单车乘船，随行车
辆可停放在码头周边安全岛内，共同营造良
好的渡运环境。也可以选择公交和地铁出
行，增加不一样的跨江体验。

外提“风貌”，延续南湖记忆主题
“南湖记忆”三期作为《2024年南京市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计划》中的建设项目，将
在一期基础上向东延伸，围绕进入“南湖记
忆街区”的主要路口——南湖东路、文体路
交界处展开，更新范围包含南湖一中、熙乐
汇广场、南湖体育场（东南角休闲广场）、南
湖东路26号及27号、云河北路等。

在南湖东路与文体路的交叉口，工人们
正在对南湖一中原校区进行改造。这里将
拆除原校门入口标识、景墙、道闸设施等，增
设南湖记忆主题入口标识。项目将以红砖、
水泥等典型材料，塑造年代感十足的界面。

据介绍，三期将延续一期、二期对城市
街巷风貌的提升整治和公共服务设施的补
充，开展熙乐汇广场、南湖体育场休闲广场、
南湖东路26号及27号、云河北路等的风貌
提升和改造工程，丰富视觉元素，强化南湖
记忆主题。

“三期在风格特点上，将以南湖绿等品
牌视觉元素，强化南湖记忆主题。”建邺城建
集团负责人介绍，“此次更新共涉及近50家
商业及店铺的门头改造，依旧延续了20世
纪80年代摩登怀旧风潮，还融入了更多新
元素、新体验。”

内修“品质”，打造老城新生活中心
“南湖记忆”三期侧重于风貌提升与片

区生活方式融合，将基于南湖一中原校区逐
步释放，整合周边主要节点，打造文旅+非
遗体验+生活服务的老城生活中心。

三期将以原南湖一中科技楼为空间载
体，通过校企联合，利用学校办学特色和优
势资源，围绕文化产品创新等方面展开深度
合作，打造一个产学研融合的创新创业空
间。项目以更新盘活闲置校舍资源为基础，
促进文化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
南湖“老城”生活焕新。

“我们以南湖地区及周边居民为主要对
象，将利用现状运动场馆和商业载体，通过
资源导入、业态迭代等方式，打造创新创业
的双创空间，融入体育、娱乐、便民服务等多
种功能，成为具有一定引领性的运动生活方
式目的地。”项目负责人说。

在南湖体育场东南方向的市民休闲广
场，也是本次更新中的重点内容。施工单位
将通过更新休憩设施、增设景观外摆、店铺
风貌更新等提升改造，满足居民跳舞、社交
等休闲生活需求；还将结合江东门小学出入
口，利用广场打造家长等候区，不定期举办

文化活动及演出。

保留“记忆”，传承烟火气与
非遗文化

作为南京第二批城市更新试点项目，
“南湖记忆”按照小规模、渐进式、可持续的
有机更新理念完成了一期和二期项目建设，
触动了老百姓的情感共鸣，大量市民来到这
里打卡、拍照，拓展出更有品质、更具魅力、
更加温暖的生活街区。

按照规划，“南湖记忆”按照一轴三巷三
中心来实施更新改造。一轴，即南湖东路沿
线，围绕南湖记忆主题更新改造，形成完整
的南湖记忆体验轴；三巷，即聚焦文体路、文
体西街、玉塘东街，打造三条烟火气与精致
感兼备的特色精品街巷；三中心，即利用南
湖一中等载体和节点，发展3个特色商业或
产业中心。

目前，三期已与莫愁职校签订校企合作
协议，将共同打造产学研实践基地，实现科
研及文化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未来，我们还
将围绕南湖记忆、非遗文化和生活服务等，
通过校企合作、文化和非遗传承导入，打造
南湖记忆的沉浸式体验场景、非遗文化的活
化传承体验和复古新潮的文化生活场景，满
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休闲生活体验。”

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杀”、市井长巷
里的“烟火气”、霓虹灯下的“夜生活”、街角
转向处的“小确幸”……按照计划，三期项目
预计将在明年建成开放。

门前庭院虽为方寸之地，但也能焕发
出巨大潜力。今年以来，江宁区采取“龙头
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农
户”等生产经营模式，建设打造了特色园
艺、休闲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三种类型庭院
经济。如龙尚村的大秋甜柿种植、牌坊村
及石埝村的旅游餐饮民宿、横山村的粉丝
加工等，带动了江宁区6个街道10个行政
村 13 个自然村的农户参与，建成各具特
色、集聚规模的“一村一品”庭院经济阵地。

来到地处青龙山与大龙山之间的江宁
区汤山街道龙尚村，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与肥沃的土壤环境为甜柿的生长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今年，龙尚村创新性推出
了“龙尚甜柿村庭院经济项目”，鼓励农户
提供“四旁”（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庭院
空闲地，由南京农业大学和江苏省农科院
的行业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进行甜柿的科
学种植与管理，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激发
了农户的参与热情与积极性，同时也为“龙
尚漫谷”品牌增添了新的活力。

走进远近闻名的革命老区横山村，这
里坚持把发展“庭院经济”与继承传统工艺
有效结合，以拥有200多年历史的非遗传
统手工山芋粉丝来拓宽山区百姓的共富
路。横山村鼓励村民发展粉丝经济，抢抓
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机遇，形成庭
院式发展模式，引领村民扩大生产，实现了
粉丝产业提档升级。横山非遗传统手工山
芋粉丝现已成为江宁地区较为出名的特色
农产品，也是山区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来
源。

位于江宁西部美丽乡村示范片区核心
区域的牌坊村，域内山水资源禀赋优越。
近些年，江宁街道牌坊村通过庭院经济创
办农家乐等带动村经济的发展，让农户利
用自家房屋和土地资源开起茶楼、餐厅、客
栈、茶乡土特产等特色经营项目，其中，黄
龙岘景区内52户人家中有40多户已参与
其中。此外，牌坊村农家乐在多年的经营
过程中注重传承和弘扬本村乡村文化，开
展了茶乡学堂、茶乡公益、茶乡直播间等特
色项目，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前来了解当地
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与龙尚村、横山村、牌坊村不同，江宁
区禄口街道石埝村的临空特色庭院经济也
别具特色。村庄充分利用了临近禄口机场
的区位优势和市场资源，帮助村民依托自
家庭院开办民宿，为机场旅客提供便利快
捷的短期住宿服务，因地制宜打造临空特
色庭院经济，现如今开办的民宿宾馆已达
179家，年营业额4000万元以上，带动了餐
饮零售店铺经济发展，真正让村民们依托
自家庭院圆了创业“致富梦”。

江宁区积极探索的“庭院经济”特色
化、差异化发展之路，有效整合了域内各方
资源，实现了多种经营方式的融合发展，增
加了群众收入，如今已建成庭院经济示范
行政村4个、自然村10个、示范农户60户
以上。下一步，江宁区将继续以庭院经济
发展为切入口，引导农户利用庭院空间挖
掘更多农业功能与价值，培育形成特色典
型，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谱写乡村振兴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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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复古Citywalk线路来了
“最文艺火车站”12天吸粉近34万人次

近日，被网友称为“中国最文艺火车站”的
南京浦口火车站，在经过几年封闭升级后正式
开街。从中山码头，乘着网红轮渡，Citywalk到
民国风的浦口火车站街区，成为无数南京人、游
客的全新打卡线路。10月23日，现代快报记
者通过直播镜头，向数十万网友展示了这条复
古Citywalk线路的火爆人气。据悉，自10月
11日开街以来（10月11日—22日），浦口火车
站街区已经迎来了33.92万人次总客流，日均
约3万人次。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娜 尹翼星/文 顾炜/摄

“南湖记忆街区”三期开建
预计明年开放，打造老城生活中心

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南湖东路”
正在不断扩容。10月23日，现代快报
记者从南京市建委获悉，大家期待已久
的“南湖记忆”三期正在火热建设中，
预计明年建成开放。

通讯员 宁建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赵丹丹

“小庭院”变身“增收园”

江宁区已建成
4个庭院经济示范行政村

游客打卡“中国最文艺火车站”

庭院经济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潜
力，已悄然成为村民致富的“金饭碗”、乡村
振兴的“新引擎”。近年来，南京市江宁区
立足自身优势及资源禀赋，在尊重农户意
愿基础上，积极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发展前
景可观的庭院经济，已建成庭院经济示范
行政村4个、自然村10个、示范农户60户
以上。

通讯员 朱仪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赵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