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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曰坊，近城曰厢。”成都市青
白江区城厢古镇始建于公元553年南朝
时期的西魏，有1600 年建制史和1400
余年县治史，保存了4街32巷的老城格
局，是成都唯一传承千年县治格局的古
镇，城厢镇槐树街社区就位于古镇中心
区域。文庙、武庙、书院、寺庙、护城河
……这些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街巷肌
理，给槐树街留下了难以复制的历史文
化底色，北宋的营城格局、明代的觉皇
殿佛像、清代的绣川书院、民国的院落
建筑，“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工业厂房
以及现代化的楼房，各个时期的历史建
筑在这里和谐共处，不同的文化元素在
这里交融共生。

如何定义这些沉淀着的文化美的
表达，如何让城厢镇不同的“声音”产
生共鸣，如何让历史底蕴反哺在地居
民？随着古镇建设的推进，槐树街社
区萌生了打造一个可参与、能共享，集
中展示城厢人文美、历史美，涵盖文化
阅览、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公共综合体
的想法，发轫于此，城厢会客馆诞生
了。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槐树街社区
的城厢会客馆，领略古镇中心的社区
美空间展现的“千年之美”。

触角延伸挖掘需求
展现古镇多元文化

历史虽隐藏在一街一巷的古墙砖
瓦缝隙中，但有关古城的记忆常常会
从老人们的口中还原出来。据了解，
槐树街社区党委以党建引领为主导，
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借助城厢镇政府、
古镇施工方、社会组织等的力量，积极
发动辖区老党员、志愿者、网格员等开
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走访，为此以武庙、
绣川书院、家珍公园、西街、陈家祠等8
个点位划分志愿者队伍，确保走访工
作落到实处。

走访中以手绘地图、故事记录的
方式，对槐树街社区的历史故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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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成都市郫都区在菁蓉湖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打卡闯关”健步走活

动。参与对象为来自郫都区区级相关

部门、各镇（街道）、村（社区）、企业单

位的党员干部代表百余人，流程设置

悉数与垃圾分类有关，以此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起好示范、做好表率，推进全

区生活垃圾分类往细处分、往深处走、

往实处落。

本次活动由郫都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与郫都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郫都区公务服

务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组织，面向

党政机关、街道、村社区、企业等党

员同志，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重大

城厢会客馆 古镇中心的社区美空间

意义，普及垃圾分类容器和设施设
置的规范标准，并倡导公共机构使

用可以循环利用、资源化利用的办
公用品，在食堂适度取餐，践行“光

盘行动”。

记者了解到，活动现场的物料安

排也秉承了“垃圾源头减量”原则，现

场只提供桶装水和可重复使用的便携

硅胶杯，替代了一次性纸杯和瓶装

水。同时，每个挑战关卡产生的厨余

垃圾全部带回到社区堆肥点进行资源

化处理。

“通过举办这次活动，我们希望广

大党员干部真正起好示范、做好表率，

引导广大居民提升垃圾分类意识，提

高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让更多

居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

来，促进全区党员群众形成生活垃圾

正确分类的好习惯。”郫都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

文底蕴进行深度挖掘和还原，让“拜
保保（干爹、干娘）、洗小孩、请会”这
些快要消失的习俗重新呈现在记录
中。与此同时，槐树街社区邀请古
镇项目方的规划师、志愿者以坝坝
会和院落碰头会的形式进行了多次
沟通，共同把各个点位的手绘图进
行整合，形成城厢乡愁记忆馆的手
绘设计稿，把城厢人对会客馆的美
好期望通过梳理以老物件展示和居
民活动阵地进行呈现。

在城厢会客馆施工过程中，槐树
街社区的志愿者代表们扮演起“群众
监理”的角色，和施工方不断沟通磨
合，最终的城厢会客馆主体规划位于
青白江区城厢古镇成埝路，占地面积
4730.89 平方米。在外饰设计上整体
为冷灰色调，有机结合了现代幕墙工
艺与传统川西建筑特色，朴素淡雅，
与城厢古镇川西院落整体风貌十分
契合；内装设计上则延续了整体古朴
风格，通过木质和石材等的合理搭
配，营造出典雅气韵，力求传达出设

计风格美、空间协调美、艺术理念美
的感官体验。

小物件彰显大情怀
重塑历史深处脉络

千百年来历经风雨，城厢的文化
脉络一直在延续。为传承历史文化，
槐树街社区积极发动居民，将家中的
老旧物件拿到会客馆进行集中展
览。大约在 1987 年由居民廖小波外
公亲手制作的小木凳现在就陈列在
会客馆中，他说：“这个小板凳表达了
外公对妈妈的疼爱，也承载了妈妈对
外公的思念，希望这份珍贵的记忆可
以保留在这里。”

和居民廖小波有相似想法的居
民不在少数，现在，当地居民众多的
老物件由槐树街社区的志愿队和项
目方一起进行登记、分类、筛选并装
裱呈现在城厢会客馆的记忆馆中，成
为反映城厢各个历史时期变迁的见
证。

“我是土生土长的城厢人，到了
春节，这里热闹非凡，东街口简直人
山人海，挤不动，舞狮子的、耍龙的、
采莲船的多得很！”71 岁的退休干部
张光金回忆说。每一个城厢人对城
厢故事的理解各不相同，槐树街社
区和项目方征集了 300 余名居民，邀
请他们分别录制了短视频讲述自己

对城厢的记忆和感受。会客馆中的
视频墙上浮现着朴实的笑脸，耳边萦
绕着亲切的乡音，“城厢记忆”融入书
卷、声音、器物，城厢镇人因此在这里
找回了记忆，也记住了乡愁。

一空间多功能
在地人文有机更新

城厢会客馆内设置了阅览游学
区、住宿体验区、文创体验区、茶饮
休闲区、美食打卡区等板块。在前
期征集的需求中，社区居民对活动
阵地的呼声很高，槐树街社区为此
多次和项目方规划师沟通，最终，活
动阵地与会客馆的功能分区以沉浸
交融的方式呈现出来，承载城厢百
年记忆的重要场所“城厢记忆馆”是
游学阅览的重要场所、公共活动空
间和生活美学器物空间“本地社区
营造中心”是居民众商共议参与公
共事务的空间；关注本土文化的研
学交流空间“本地学堂”也是社区儿
童感知认识的体验区，一空间多功
能，极大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的
需求。此外，城厢会客馆作为城厢
古镇项目为青白江区打造的国际会
客厅，同时也是城厢在地文化的输
出平台，目前已入驻在地文化品牌
Localand 进行复合业态经营。

据记者了解，槐树街社区将以城
厢会客馆为抓手，持续与国内外最前
沿的文化、艺术、建筑、涉及领域的先
锋实践者携手，依托前沿的空间美学
理念，强化会客馆的乡愁记忆功能，激
发本地居民自治热情，深度挖掘城厢
的古城历史、本土文化，鼓励自组织开
展相关活动，通过空间、活动与访客之
间不断地交集，摩擦出全新火花，构建
出全新的城厢在地文化体验。同时，
利用生态环境整治、古建修缮活化、城
镇空间织补、产业导入等运营等手段，
坚守地方文化独特性、原真性；从保
护、传承、发展、创新、活化5个维度出
发，积极配合“千年古镇·自在城厢”文
旅品牌塑造。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胡晴琴 城厢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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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街道党员干部“打卡闯关”。（郫都区委宣传部供图）

城厢会客馆外观。

城厢会客馆内摆放的老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