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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 3 年的升级改造，国家首批试点步
行街——沈阳中街将以崭新姿态盛大启幕。国
庆、中秋两节期间中街将举办行进式、沉浸式、
体验式表演，演艺活动将连演三天，届时 17 辆
彩车巡游、9座舞台全天演出。

9月21日，沈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盛京中
街 繁华再现”国家首批试点步行街——沈阳中
街启幕新闻发布会，沈河区主要领导介绍中街
步行街改造情况以及中街启幕和国庆、中秋庆
祝活动。据悉，年底前，中街首批国家步行街改
造提升试点将迎来商务部专家组评估验收。

中街路地面、立面等
6个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

盛京皇城内的沈阳中街有着近400年历史，
是中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2018年12月，作为
东北地区唯一代表，沈阳中街与北京王府井、上
海南京路、重庆解放碑、南京夫子庙等11条步行
街被商务部列为首批国家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

在优化“盛京皇城·百年中街”发展布局中，
沈河区依托《盛京皇城城市设计方案》总体规
划，制定了 23 个相关规划设计。完成了《中街
路概念设计方案》《中街商业业态升级规划》《中
街空间活化和消费升级项目策划方案》。疫情
期间，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等方式，多次与企业和第

三方研究讨论规划方案。对标打造国家级步行街
千分制考核标准，完成了《中街路地面铺装及城市
小品施工图设计》《中街路立面方案和亮化设计》

《官局子等7条特色胡同概念设计》。在路灯设计、
导视系统设计、市政设施配套等方面融入历史文
化元素。为了减少施工对商户的影响，改造主要
集中在晚上9时到次日凌晨4时进行。

总体看，盛京皇城综合保护工程涉及 88个
项目，总投资23.78亿元；中街路改造总投资6.35
亿元，涉及七大类12个项目，截至9月22日，中街
路地面、立面等6个项目竣工并投入使用。

改造后的中街什么样？
“嘎钟哥”“哈鼓妹”全程伴游

据介绍，改造后的中街，将前清、民国与现
代风貌相结合，从整体、局部和细节三个方面，
运用现代的建筑手法与构造节点，凸显中街街
区建筑之美。对吉顺丝纺、利民商店、长江照相
馆等8家保存较为完整的历史风貌建筑作为建
设重点，集中进行保护性修缮，使其成为串联

“百年中街”建筑群的不变亮点。通过拆除现有
外立面广告，展现其原有结构轮廓，同时，对建
筑上发现的老雕塑、老牌匾等标识进行艺术加
工，使其成为文化传承的亮点。路灯造型及配
色提取自故宫宫灯，并以“文”“武”“威”等汉字

篆体做以修饰；路面盲道采取鳞纹、云纹、回文
等文化符号，充分展现盛京历史文化信息。

立足中街商旅文一体化的特色，打造“日观
光+夜经济”新载体。采取微改造的方式，对官
局子、头条等与中街相连的胡同进行了特色化
建设，并有针对性地植入非遗展示等业态，实现
延续历史印记，体现市井文化特色，再现特色街
巷昔日繁华。立足制造夜间网红打卡热点，对
中街 71 栋建筑进行了灯光亮化布置，通过地
面、建筑本体、空间三个部分的亮化，打造出火
树银花、流光溢彩的中街夜景观。

中街改造提升突出服务功能与智慧管理相
结合，不断提升广大市民体验的舒适度。在休闲
桌椅、地雕、树池、路灯、小品、城市家具等方面的
设置上强化方便性、舒适性，设立吸烟区、残疾人
通道。花箱座椅植入皇家卷轴意向，垃圾箱图案
与色彩参考云肩服饰及装饰彩绘手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即将启用的“手机游中
街”APP中，头戴清代官帽、脚穿花盆底鞋、身穿
满族纹饰的中街全新 IP 形象“嘎钟哥”“哈鼓
妹”两个卡通人物将陪伴游客们旅行，给游客们
讲述盛京故事和中街往事。

同时，橙汁机器人、现磨咖啡机等全天候自
助贩卖终端，自助遛娃车、老年轮椅等自助共享
设备，智能灯光、智能公厕、智能垃圾箱、智能井
盖等公共的智能服务也将亮相中街，为游客和

商家提供智慧旅游服务。

启幕演艺与双节同庆
中街推实景体验式演出

这次中街改造提升引进餐饮、百货、体验类
文化、美术和娱乐等多元业态，依托故宫、帅府
两大文化 IP 在中街步行街上复制“大政殿”和

“十王亭”，打造网红街区，开展直播带货，促进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中街启幕演艺活动将在中街路的正阳街至
东顺城街举办，连续展演三天。届时，《百年兴
隆》《中街往事》《流量聚场》等三幕八组主题表
演，在此期间，将采取多媒体、AR 增强现实、三
维实景等高科技技术手段与中街传统文化和颇
具地域特色的表演相结合，深度挖掘盛京皇城
的历史文化底蕴，动情讲述400年古老中街的繁
华与往事，供市民与游客深度体验盛京中街文、
商、旅新场景，跨时空、多维度、全视角感受中街
作为国家首批试点步行街的改造提升成果。

10月1日上午10：01，中街步行街还将举办
“祖国万岁”超大型中街快闪活动。晚 7:00，益
田假日广场将举办“共赏一轮月、同圆一个梦”
中街赏月大会。10 月 4 日，辽篮球主力阵容将
走上中街，为中街留下祝福。

辽沈晚报记者 董丽娜

首批国家试点步行街——沈阳中街升级改造后即将启幕

“十一”前后彩车巡游 9座舞台全天演出

大伙房水源为全省12座城市提供生活和生
产用水，是我省最大的湖库型跨市供水水源和
城市饮用水水源。2014 年起，省财政厅累计安
排保护资金 37.3 亿元，支持大伙房水源地保护
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按照省政府全面实施大伙房水源保
护区综合治理行动计划，从2014年起，省财政设
立了大伙房水源综合治理专项资金，截至目前已
累计安排专项资金15.4亿元，重点用于保护区生
态移民、隔离防护、畜牧养殖搬迁治理、污水和垃

圾处理设施改扩建、河道生态综合治理、水源安
全保卫监控系统等70余个综合治理项目。

与此同时，省财政厅会同省有关部门不断健
全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对相关地区给予重点倾
斜和支持。在实施一级保护区退耕封育补偿政
策方面，省政府从2014年起实施了大伙房水源一
级保护区退耕封育政策，按照每亩 1000元的标
准，省财政每年安排抚顺、本溪两市大伙房水源
退耕补偿资金4118万元，由两市包干使用。

在落实中央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

方面，我省不断完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政策，进
一步加大了对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
国家级禁止开发区域、跨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的生态补偿力度。2014 年以来，大伙房水源保
护区涉及的抚顺市三县一区和本溪市桓仁满族
自治县共享受此项补助 18.1 亿元，占全省的
50%以上。此项资金全部下达到县，由县政府统
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民生支出。

在完善省级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政策方
面，2018年，省财政厅明确，对国家和省级重点

生态功能区所属县按不同标准予以定额补助。
当年，省财政增加安排大伙房水源保护区相关
县省级均衡性转移支付 3000 万元，从 2019 年
起，此项定额补助纳入省对相关地区的均衡性
转移支付补助基数。

在省级财政各项转移支付政策的支持下，
大伙房水源保护区涉及县区人均财力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地方政府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
发展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高，水
源水质得到持续改善。 辽沈晚报记者 胡月梅

2011年起，我省对辽河、大小凌河、浑河、太
子河等重要河流实施退田（耕）还河，自然封育
总面积 88 万亩，其中辽河自然封育 62 万亩。
2020年辽河又新增封育面积48万亩，自然封育
总面积达到110余万亩。经过多年治理，辽河河
道郁郁葱葱，千里生态廊道基本建成。

今起，本报记者将跟随辽河生态景观建设报
道团，走进铁岭、沈阳、鞍山、盘锦、营口五市，实地
采访报道我省辽河生态封育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全省封育区植被覆盖率
由13.9%提高到90.2%

2010年，辽宁省政府划定辽河保护区，并划
定主行洪保护区，进行自然生态修复。即在辽
河保护区内以河流中轴线为中心，两岸各划定
500 米为界，形成宽为 1000 米、长 500 余公里的
千里生态封育区，在边界建设围栏设施用于自
然封育。另外在封育区边界各建25米宽的管理
路及阻隔沟。

全省在封育区外通过点源、面源污染整治，
流入辽河干流的水质逐年变好。保护区内面源
污染通过封育区建设全面得到控制，湿地规模
不断扩大，通过植被根系固定土壤使河道土壤
成为稳定的抗冲刷的整体。河流水质得到净
化，于 2012年底辽河干流在全国率先摘掉了重
度污染的帽子，水质稳定在四类以上，个别时段

区段达到三类标准。
宏观植被群落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群落景

观多样性、群落空间多样性、群落时间多样性变
化显著。二年生和多年生植物种类明显增加，大
面积的野艾蒿群落、小叶章群落等多年生植物群
落以其自身积累的生长优势在群落种逐步占据
这主导地位，说明辽河保护区处于次生正向演替
阶段，生态系统稳定性得到极大恢复。根据2018
年监测情况，封育区植被覆盖率由13.9%提高到
90.2%。发现鸟类62种、鱼类26种、植物337种，
生物多样性明显恢复，全线生态带基本形成。

封育区内植被丰富，河道裸露沙滩地得到有
效覆盖，进而消除春秋季因河道沙滩引起的沙尘
暴天气危害。生态封育为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
建设辽河流域绿道系统奠定了基础，河流逐步成
为了水清、草绿、林茂的绿色通道和生态长廊。

沿河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使沿河百姓享受
到自然生态景观的同时，没有了河道沙尘暴的
困扰，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也为生态旅游产业发
展及沿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

铁岭市辽河干流有堤段
实现两堤之间全部封育

2011年—2019年铁岭市辽河干流封育18.2
万亩（其中回租 12.3 万亩、回收 5.4 万亩、其他
0.5万亩），省补资金6.64亿元，全部用于自然封

育。2020年按照省、市生态封育实施方案要求，
铁岭市又对辽河干流及一级支流（清河、柴河、
招苏台河、凡河、中固河、亮子河）重点段实施退
耕封育9.24万亩。本次封育后全市辽河干流有
堤段实现两堤之间全部封育，辽河干流及其一
级支流重点段封育总面积达到27.4万亩。

10 年间自然生态得到明显恢复。目前，辽
河河滨带植被恢复到 100％，草地面积增加了
368%，林地增加了 19.5%，累计监测到鱼类 15
种、鸟类45种、植物178种、昆虫36种。

此外，铁岭市还建设封育围栏对主行洪保
障区进行封闭管理，截至目前共建设封育围栏
348公里、管理路251.3公里，对辽河干流主行洪
保障区实行全封闭管理。

昌图县关停污染企业
保护辽河干流之源

铁岭市昌图县长发镇福德店是东、西辽河
汇合之处的辽河干流之源，现有沿岸居民约
10.26 万人，通过发展与保护，这里已成为吸引

大批游客游玩的辽河保护区。
“2008 年以前，水质很差，用老百姓的话来

说水像酱油似的。”昌图县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
主任李云龙介绍，除了水质，由于河道两岸都开
垦种地，没有植被覆盖，一到春天就刮沙尘暴，
10米以外都看不清东西，村民根本不敢开窗户。

2008 年开始，昌图县开始了辽河干流治理
工作。“先是关停了河道附近的污染企业，并且
修建了污水处理厂。”从2010年开始实施辽河生
态封育工作。

昌图县首先对辽河滩地进行了封育，昌图
段辽河干流总长64.35公里，目前已全部退耕还
河，自然恢复生态，形成了辽河保护区生态廊
道。2020 年在原封育基础上，当地还增加封育
面积 2.65 万亩，防洪生态廊道全面畅通。通过
滩地封育，辽河干流昌图段河滩地植被覆盖率
达到 100％，滩地草原已经形成，在治理面源污
染、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改善辽河水质、恢复生
物多样性及动物的多样性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辽河生态景观建设①

辽河生态封育近10年
封育区植被覆盖率

由13.9%提高到90.2%

大伙房水源地生态保护 我省7年投入37个亿

昌图县实施生态丰育后，辽河干流源头生态环境不断变好。 铁岭市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