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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更新时代潍坊市中心城区休闲城市
建设模式研究
□　李帆淼，张俊杰，吴　帆

[摘　要]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步入中后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高品质、休闲化是各城市发
展追求的目标之一。然而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城镇规模性扩张，导致城市土地利用率低下，加之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对城镇开
发边界线的严控，城镇土地资源受到极大约束，致使城市的休闲空间供给不足，休闲项目难以落地，因此推进城市存量更新
与休闲城市建设的协同发展，是助力城市高品质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以潍坊市现代高品质休闲城市建设实践为例，通过宏观、
中观、微观不同层级的策略选择，探讨现阶段中心城区休闲城市建设的策略与方法，为城市休闲空间建设中土地资源受限的
难题提出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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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crea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Built-up Area Redevelopment, Weifang/Li Fanmiao, 
Zhang Junjie, Wu Fan
[Abstract] As urbanization in China enters a higher stage, high quality and recreation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new visions of 
cities. Past urban expansion has resulted in low efficient land use, and new land and space provision for recreational projects is in 
shortage in the new round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control on urban development boundary. Coordination between built-up area 
redevelopment and recreational construction is crucial for high 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recreation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Weifang city, macro, intermediate, and micro levels of strategies are provided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central district recreational 
construction for high 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cities with recreational land and spac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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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休闲浪潮是 21 世纪全球发展的趋势，是后工业时

代城市发展的必然 [1]。有研究表明，当人均 GDP 超过
5 000 美元后，城市将呈现出休闲化的发展特征 [2]。目前，
我国已经进入休闲化时代，休闲经济将成为城市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休闲要素的优化与提升将成为满足城

市居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基础，而城市中心城区的建
成度较高，受土地资源的约束，新增休闲空间的可能
性较小，现阶段存量空间更新将为休闲城市的建设提
供良好契机。

从城镇化进程看，当我国城市化率超过 50% 后，
城市发展即进入到“以快速发展与结构性调整并行互动
为特征”的新时期 [3]。此前，城市增量发展带来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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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扩张，导致城市粗放发展、土地
资源被浪费，从而城市的发展具有不可
持续性。而存量更新是对城市建成区的
调整与完善，是对存量空间进行精细化
设计，以实现空间的高效利用、实现高
品质城市建设的目标和弥补城镇化快速
发展带来的弊端，因此存量更新是城市
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国家战略方向看，我国新一轮国
土空间规划统筹划定城市“三条控制线”，
其中城镇开发边界线的划定可防止城镇
的无序蔓延，对城市建设提出集约的发
展要求。“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和社区建设。新时期规划改革和国家战
略发展导向都体现了城市的发展由增量
扩张向存量更新转型 [4]。

空间再利用与可持续的城市开发模
式，强调了城市的建设用地不再增加和
盘活城市存量用地空间。高质量的城市
存量更新不仅仅是单纯物质空间的改造
和基础设施建设，其还被赋予了更深层
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内涵 [5]，因此城
市存量更新是新时期城市治理的有效路
径，是现代城市实现高品质发展的战略
选择。本文在城市存量更新的背景下，
以潍坊市休闲城市建设为例，提出宏观
层面城市休闲功能协同、中观层面中心
城区休闲体系构建、微观层面存量空间
休闲要素更新的休闲城市建设策略，以
期能够在工作方法和建设模式上为其他
休闲城市建设项目提供有益借鉴。

1休闲城市的建设背景及相关理论

1.1休闲城市的建设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当下我国已经打赢脱贫攻坚战，
交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答卷”，

2019 年我国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为 2 513 元，同比增长 12.9%[6]。社会经
济快速发展为城市休闲化发展奠定了经
济基础，而城市的休闲化发展也将成为
新时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及
提升城市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载体。

1.2休闲城市的内涵解析
目前，学术界对休闲城市的概念没

有统一的界定。本文根据既有的文献研
究，将休闲城市定义为以建设高品质城
市休闲体系为目标，以城市休闲功能为
核心，注重城市的休闲功能、休闲产业、
休闲环境、休闲公共管理、休闲机制、
休闲设施、休闲品牌的建设及休闲活动
举办等，市民幸福指数高的城市。以杭
州市和成都市两个休闲城市为例，其休
闲主要体现在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独
特的城市个性、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
的休闲产品和完善的服务设施5个方面。
休闲城市建设的核心原则是以人民为中
心，其目的是满足城市中人的休闲需求，
休闲城市的服务对象包括城市居民和外
来游客 [7]。

1.3休闲体系的理论概述
休闲体系是休闲城市建设系统化的

表现。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休闲体系的
研究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侧重
于室内休闲空间、农业休闲空间、滨水休

闲空间、体育休闲空间和街区休闲空间等
方面，如孙枫等人从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
空间格局的角度对上海市的休闲空间进行
了研究 [8]；王奉林等人探究了休闲农业空
间分布与城市交通条件的关联度 [9]；张环
宙等人对城市滨水区带状休闲空间结构
特征进行了证实分析 [10]；朱桃杏等人从
适宜性角度对北京市河道休闲空间进行
了研究 [11]。从旅游休闲和城市居民休闲
的角度研究城市休闲体系构建的文献不
多，且方向较为单一，如刘松等人从城市
休闲空间演进的角度出发，将常州市城市
休闲空间体系分为社区休闲、公益休闲
和商业休闲 3 种类型 [12]；胡万青等人探
讨了徐州市居民休闲空间的组织形式和
开发模式 [13]；李维维等人对西安旅游休
闲业态空间的格局进行了探讨 [14]。

2存量更新与休闲城市的耦合关系

在土地资源紧约束的背景下，城市
休闲要素建设用地的供给十分紧张，不
但受到城市建设用地资源总量的约束，
而且中心城区建成度较高，城市休闲空
间、产业、设施和交通等的建设已初具
雏形，现阶段寄希望于新增休闲要素建
设用地满足休闲城市发展需求，不仅难
以得到落实，还不符合城市的发展趋势，
因此缺少用地指标和项目发展空间是休
闲城市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目前，我

图 1  休闲城市与存量更新的耦合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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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休闲城市发展策略示意图

国增量城市发展带来土地利用率低、资
源浪费，项目老旧、缺乏活力，以及文
脉遗失、环境恶化等问题，而存量城市
更新是从用地功能复合与价值提升的角
度对城市建成空间进行挖掘，所以存量
更新阶段休闲城市建设能够解决增量城
市发展带来的问题。

一方面，休闲城市建设可以盘活城
市存量空间，提升土地价值，为城市衰
弱的物质空间植入新要素，引入活力项
目，同时也能够有效地传承城市文化、
塑造城市形象，为土地利用与建筑改造、
功能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另一方面，存
量更新为休闲城市建设提供土地空间、
项目载体空间和城市文化基础，为激活
中心城区活力提供发展空间。因此，推
进城市存量空间更新与休闲城市建设的
相互耦合、互融共生、相互促进，有助
于推动现代城市高品质发展 ( 图 1)。

3存量更新背景下的休闲城市规划
建设策略

在存量更新背景下，中心城区休闲

城市建设应强调战略性和框架性，在提
出宏观构想基础上深化休闲要素存量更
新的措施，形成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
级发展策略，即“区域城市休闲功能协
同 + 中心城区休闲体系构建 + 存量空间
休闲要素更新”( 图 2)。

3.1宏观：区域城市休闲功能协同
协同论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的

核心观点，即在开放的城市群系统环境
中，各城市之间在时间、空间和功能上
形成有序的结构，并发生协同作用，其
协同作用可分为竞争、合作和共生 3 种
情况 [15]。良性的城市群协同作用能够将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无序的竞争关系
转为有序的竞合关系，产生“1 ＋ 1 ＞ 2”
的协同效应。因此，本文以协同论为理
论基础，在宏观层面上将区域城市休闲
功能协同划分为区域城市协同和市域城
市协同两个层级，并提出休闲城市建设
应在分析城市资源禀赋与价值的基础上，
突出城市的自我休闲特色，选择错位发
展的功能主题，避免同质化竞争。此外，
还需要在交通、市场、信息和活动等方

面进行合作，形成区域城市协同发展的
格局，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3.2中观：中心城区休闲体系构建
各城市中心城区休闲要素的发展初

具雏形，休闲体系是由一系列不同种类、
规模、形态和档次的休闲要素构成的，
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地形成有机整体，构
成城市居民休闲活动场所。目前，城市
休闲要素具有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本文
主要借鉴成都市休闲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遵循全面、客观的原则，从战略层面提
出休闲体系框架由休闲空间环境、休闲
产业发展、休闲服务设施、休闲交通体
系 4 个板块构成，在该框架中每个板块
由多个要素构成，各要素相互促进、交
互共生，体现了休闲城市建设的多元化。
其中，休闲空间环境是城市休闲化的基
础，反映了城市生态绿化环境和人居条
件；休闲产业发展是城市休闲化的核心，
反映了居民休闲消费的环境条件；休闲
服务设施是城市休闲化的关键，反映了
城市休闲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和休闲旅
游的接待能力；休闲交通体系是城市休
闲化的条件，反映了城市内外交通的便
捷度和舒适度 [16]。

3.3微观：存量空间休闲要素更新
在存量更新背景下，休闲城市在微

观层面的建设内容涉及具体存量休闲要
素更新与项目落地，这是高品质城市建
设的关键所在。存量空间更新后城市具
有的公共开放性、社会性和休闲功能性
被凸显，城市活力被激发。由于不同主
导功能项目更新营造的休闲目标导向也
不同，这为城市休闲空间的多样性提供
了保证。因此，需针对具体更新地块的
特征，提出不同的更新策略，重点解决
活力休闲功能植入、人行活动空间增减、
配套服务设施布局、城市文化特质延续、
特色建筑风貌塑造和景观环境美学提高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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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山东潍坊市中心城区休闲城市
建设存在的问题

潍坊市位于山东半岛西部，是山东
半岛城市群的区域中心城市，具有世界
“风筝之都”的美誉，于 2011 年被评为
体育休闲城市。潍坊市文化资源深厚，
工业基础雄厚，农业现代化水平高；地
处山东半岛咽喉，交通四通八达；水系
绿道纵横，生态环境优越。新时期建设
生态、开放、活力、精致的现代化高品
质休闲城市是潍坊市未来的发展目标，
提升城市休闲设施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
是潍坊市努力的方向。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潍坊市城市
空间也进行了快速扩张，目前潍坊市中
心城区的面积约为 200 km2。从城市空间
形态发展的角度可将潍坊市的城市发展
分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中心扩展、
20 世纪 90 年代的向东扩展、21 世纪初
期的十字拓展和未来“七城一体”协调
统一 4 个发展阶段。快速城镇化发展导
致了土地利用的不合理，加之 2000 年以
前城市建成空间存在设施老化、功能跟
不上时代发展等问题，使潍坊市休闲城
市建设存在以下困境。 

4.1休闲空间品质较低、体验感差
潍坊市坐拥“三山五水一湾”的地

理优势，其中白浪河自南向北纵穿中心
城区，但白浪河两侧部分建筑高度超标
且临水而建，侵占了滨水开敞休闲空间，
景观视野受阻；滨水空间植被覆盖过密，
乔灌草搭配不合理，景观通透性较差，
严重影响了滨水休闲空间的体验感；白
浪河景观通廊、生物通廊、气流通廊等
未向两侧生活用地枝状延伸，致使局部
交通不畅，滨河生态景观被严重孤立，
与外界的联系性较差。

4.2休闲产业缺乏特色、带动力弱
潍坊市是一个典型的以县域经济为

主的城市，中心城区首位度不高；以旅
游为代表的休闲产业发展水平处于山东
省的中游，与同区域的青岛市、烟台市
等城市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产业仍
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文化、体育、休闲
产业在产业占比中较低。中心城区休闲
产业发展存在载体活力弱、文商资源缺
乏联动、主题开发不足等问题。

4.3休闲服务设施单一、分布不均
潍坊市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在以泰华

城为核心的老城区，包括文化服务设施、
体育服务设施、社区服务设施和商业服
务设施等，服务空间呈单核集聚。远离
老城区的区域公共服务设施零星分布、
服务品质明显下降。总体来看，潍坊市
休闲要素存在“市级—区级—居住区级”
等级体系不明显、空间分布碎片化，在
功能和空间分布上缺乏有效联系等问题。

4.4休闲交通体系不足、绿道缺失
潍坊市住建局 2017 年对市城区路网

建设及交通拥堵情况调研结果显示，城
区内 ( 青银高速—宝通街—长松路—淮安
路 ) 的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四
级配比为0∶1∶0.54∶0.64，由此可知，
潍坊市主干路网建设基本完成，城市快
速路网缺失，市内交通与市际交通联系
不便；支路网密度不足，分流主次干道
能力下降，导致交通运行效率严重低下。

同时，城区内绿道系统建设不完善，街
巷慢行空间景观性较差，自行车专用道
有待建立，公共自行车管理有待规范化。

5潍坊市中心城区休闲城市建设
规划策略

5.1建立竞合机制，协同区域功能
(1) 避免同质化竞争。
首先，以战略性和系统性思维探讨

潍坊市休闲城市提升完善的方法，突破
“就城市论城市”的发展思路，从青潍
一体化、山东半岛城镇群、省域城镇体
系的层面审视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挖掘
城市独特的休闲要素，构建区域城市差
异化发展主题方向、确定城市在区域城
市中的休闲功能，避免同质化竞争。其中，
重点研究潍坊市与济南市、青岛市、烟
台市、威海市和泰安市等区域重要节点
城市休闲主题发展方向的差异，整合潍
坊市工业遗产、绿色农业、历史文化和
休闲河道等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潍坊
市“中国工业动力城”“全国唯一的国
家级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的品牌，
增强十笏园、松园子等历史文化街区的
影响力，建设白浪河两岸“鸢飞漫天花
满城”的休闲滨水空间，恢复郑板桥笔
下“潍州原是小苏州”—诗意潍坊的休
闲形象。其次，研究潍坊市中心城区与
滨海、峡山、寿光、青州和诸城等市域

图 3  中心城区休闲体系构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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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信息业、休闲中介业、休闲地产业
为支撑产业，构建“255”的休闲产业体
系 ( 图 4)。按照服务均衡与便民的原则，
构建“市级 + 区级”两级城市商圈，对
原有商业进行更新改造，以泰华城为核
心提升城市级商圈，在潍城区、奎文区、
寒亭区、坊子区、高新区和经开区构建
片区级商圈，以体验式业态为主，增加
游客的参与感和沉浸感。此外，培育潍
坊市夜经济休闲核心、夜经济商业区、
夜经济特色主题商业街、夜色文体休闲
区、夜经济游憩点，打造“夜鸢城”，
构建夜间经济休闲产业。

(3) 构建设施均衡、便捷丰富的休闲
服务设施体系。

从国际休闲城市建设经验来看，城
市的休闲化水平与该城市所具备的高质
量休闲服务设施呈正相关性。提升城市
休闲服务的水平与休闲服务接待能力，
满足市民及游客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
除了需要提供便捷的休闲服务设施，还
需要注重休闲服务设施的多样性与个性
化融合发展，体现城市的性格魅力，因
此需要建设不同的休闲服务设施主题，
使其具有差异性，共同推进城市休闲化
的建设。规划通过构建“城市中央休闲
区核心、市民文娱休闲核心、中央创新
休闲核心、中央商务休闲核心、奥体会
展休闲核心、南苑文旅休闲核心”六大
特色主题休闲服务核心，建设并更新“城
市级—社区级—街区级”三级公共服务体
系，推动中心城区文体设施均等化布局，
形成全覆盖、均衡布局的休闲服务网络；
针对老旧小区实施更新改造和补短板行
动，构建完整的居住社区配套服务体系，
打造 5 分钟、10 分钟、15 分钟三级生活
圈，创建高效便捷、富有活力的现代休
闲社区。

(4) 构建绿色低碳、特色闲适的休闲
交通体系。

城市内外交通的便捷性和安全性是
休闲城市建设的基础，是本地居民和外

重点市县的休闲化发展的互动与衔接机
制，突出中心城区人文休闲的特色主题。

(2) 建立合作机制。
潍坊市与区域休闲城市的合作需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或框架协议，鼓励合作
城市互为休闲客源、休闲目的地，建立
交通接驳合作机制，协助和支持合作城
市举办休闲项目的宣传活动，积极利用
政府信息网、休闲旅游宣传网等平台宣
传合作城市的休闲资源、休闲产品、休
闲项目和休闲节庆等，在招商引资方面
向合作城市提供休闲项目投资的优惠政
策，实现休闲品牌跨城市连锁经营和品
牌输出，整体提升合作城市的休闲水平。

5.2完善战略构架，搭建休闲体系
潍坊市中心城区休闲体系构建主要

包括“构”与“建”两个方面，“构”
是从战略层面搭建休闲城市战略板块；
而“建”是休闲体系具体内容和要素的
建设 ( 图 3)。

(1) 构建蓝绿网络、均衡宜居的休闲
空间环境体系。

潍坊市中心城区内水网密布、廊道
纵横，拥有优秀的自然生态格局，因此
规划应尊重自然，延续原有城市生态格

局，以最小的干预方式对休闲空间环境
进行梳理，以水为脉，以绿地为基，建
造能够串联城市蓝绿生态体系及营造潍
坊市“绿满鸢都、水润潍坊”的休闲氛
围的廊道；依托大于河湿地公园、浮烟
山森林公园、白浪河水库、农业体验基地、
风筝文化公园和城市郊野公园等构建一
条城市郊野生态休闲环，并将其作为中
心城区的生态屏障；通过划分滨水休闲
主题区、疏通滨水慢行健康道、建设滨
河生态景观路和白浪河城市滨水休闲带、
点亮滨河“灯光”，激发城市休闲活力。
同时，构建“城市公园—社区公园—街区
公园”三级公园体系，创建连续、均衡
的宜居休闲城市。

(2) 构建多元融合、活力四射的休闲
产业体系。

以科技为产业创新的支撑，提升与
丰富休闲产业发展内涵，促进城市产业
转型，推动文、体、商、旅等多元业态
融合发展，开发符合不同类型群体消费
者的需求的休闲产品，释放居民休闲消
费潜力。规划以文化休闲和旅游休闲为
主体产业，以休闲农业、休闲商业、康
养休闲业、体育休闲业、会展休闲业为
延伸产业，以休闲工业、休闲运输业、

图 4“255”休闲产业体系构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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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休闲业 观光旅游、商务旅游、度假旅游、异域风情游等

休闲农业 农家乐、农业观光园、农业采摘、休闲渔业、智慧农业、田园农业等

休闲商业 商业 mall、步行街、特色消费店、时尚购物、主题商业体验等

康养休闲业 养生、养老、养病“三养”休闲产业、健身休闲、户外运动、休闲康体等

体育休闲业 竞技体育表演、群众体育、健身服务、体育用品等 

会展休闲业 潍坊智慧农业会展、花卉展、苗木展等，工业科技产品展等

休闲工业 工业遗产、工业观光、休闲服装、休闲用品、休闲装备和休闲食品等

休闲运输业 休闲交通、特色交通等

休闲信息业 广播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咨询、科研教育等

休闲中介业 旅行社、休闲电子商务等

休闲地产业 酒店房产、休闲房产、文化房产、生态房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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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游客开展休闲活动的前提。城市慢行
交通系统中绿色低碳、智慧闲适的性能
更是评价城市交通舒适度的重要方面。
规划通过完善潍坊市中心城区道路系统，
增加支路网密度，形成高效互通的交通
体系；以“机场 + 客运站”为基础，改
造交通枢纽功能并提升其服务接待能力，
形成游客集散中心；梳理中心城区重要
城市旅游休闲节点，开设民俗体验、滨
水演艺、工业创意等特色观光休闲旅游
线路，提升城市旅游休闲体验品质；构
建总长度约为 700 km 的“区域绿道、城
市绿道、社区绿道”三级城市绿道，串
联各主要景观和功能节点，并与城市公
共绿地、开放空间、旅游景点、休闲驿
站等休闲空间相结合，局部路段以植物
季相变化为特色，设计银杏、樱花、白
蜡等特色景观林荫道，丰富人们的骑行
和步行体验，构建优美的慢行休闲交通
环境。

5.3挖掘存量空间，更新休闲要素
(1) 存量休闲空间环境要素更新。
空间环境要素主要包括城市公园、

社区公园、街头绿地、郊野公园和滨水
空间等，是展现城市休闲环境品质和特
色人文风貌的重点地区。2020 年，我国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4.11 m2，潍
坊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19.23 m2，虽
然略高于国家建设水平，但是远低于联
合国提出的最佳人居环境标准 (60 m2)。
此外，我国遥感监督统计结论显示，城
市绿地被侵占是当前我国规划实施中最
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17]。以白浪河绿地广
场更新为例，该地块存在绿地被侵占问
题，规划对该地块现状为烂尾楼工程闲
置空间进行更新，并将“绿色活力、文
化智慧”作为设计理念，主要进行了两
项更新措施：一是将现状存量的闲置废
弃、低效利用的空间更新为城市绿色开
放的休闲空间，并使其成为城市新增的
绿地指标；二是从业态、功能、人文、

景观和设施等方面进行综合提升，打造
潍坊市独具标志性的城市公共文化与艺术
地标、城市滨河绿地与休闲中心，使之成
为潍坊市市民开展休闲活动重要场所。

(2) 存量休闲产业发展要素更新。
休闲产业片区要素更新是城市建设

的亮点工程，需要改造的片区包括历史
风貌区、重点商业街区、文化产业区、
风景旅游区、旧工业区和仓库码头区等，
这些片区更新需指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技
术指标，控制拆建比例、容积率、绿化率、
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等。以开埠码头更
新为例，该地块是潍县商埠区的一部分，
至今仍保留了多个开埠时期的大型仓库
和较为完好的民国时期传统建筑，规划
以“三生空间”更新为理念，提出文化
古今交融、业态多元融合、交通慢行优先、
景观蓝绿渗透、建筑场景复现五大规划
策略，对开埠时期的仓库进行更新改造，
重塑开敞空间，引入民俗业态，打造具
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展示区；保留城市肌
理，对部分质量较好的民国时期的建筑
进行修缮改造，建设开埠风情体验区；
对景观环境进行提升，增加慢行步道，
融入开埠文化元素，建立环境优美的景
观带，使其成为集民俗体验、文创会展、
休闲娱乐、时尚购物等于一体的潍坊开
埠文化魅力休闲街区。

(3) 存量休闲服务设施要素更新。
存量休闲服务设施要素更新主要包

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更新和老旧小区更
新两方面。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更新方
面，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是休闲城市建设
的核心，反映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和市民生活品质，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
提供的各种供市民休闲的场所、设施和
服务，公共服务设施更新的内容包括市
级、区级、社区级的体育、文化、教育、
商业等方面的设施，不仅包括了为特殊
群体和个人提供的休闲服务，还包括了
休闲技能教育、休闲活动与庆典、举办
休闲项目、休闲信息管理、休闲引导教

育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更新的目的是
通过提供休闲设施和服务维护公民的休
闲权，并让大众参与其中，以此提升城
市生活品质 [18]。公共服务设施更新需根
据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规范进行均衡布局，
满足服务设施服半径要求，并提高设施
的便捷性；对现有的服务设施进行面积
扩增、环境改善、设施完善、服务能级
提升等更新改造，既要兼顾全民服务需
求，又要满足举办城市活动、赛事的需求，
整体提升城市品质、满足市民精神需求，
突出城市特色。

在老旧小区更新方面，老旧小区是
反映城市居民休闲生活品质的窗口，是
城市社区级服务设施品质建设的载体，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
设。社区更新的主要对象是 2000 年以前
建成的居民生活区，更新原则是以人的
需求为核心，目标是通过综合整治社区
带动社区经济发展。在老旧小区更新中，
一方面要对生活区基础设施、公共区域
环境进行改善，植入社区商业、文体等
服务功能，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丰富社
区服务供给；另一方面，还需要重塑社
区心理、增强社区文化认同感、塑造城
市休闲社区的新形象。以曹家巷社区更
新为例，该社区属于潍坊市十笏园历史
文化街区环境协调区，存在建筑老旧、
服务设施不足、交通混乱、绿化缺失、
风貌与历史街区不协调等问题，规划通
过提升景观空间、优化道路断面、增加
人行空间、改善建筑立面、明确建筑风
格和布局服务设施等措施，最终将该社
区建设成为十笏园片区重要的历史文化
节点，以及城市休闲社区更新的典范。

(4) 存量休闲交通体系要素更新。
交通出行便捷性、交通设施共享性、

交通线路体验性是存量休闲交通体系更
新的方向，其更新目的是满足交通可达
性、为市民提供多样化交通设施，建立
可赏、可游、可憩的步行生态空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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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存量更新的休闲交通要素主要包括特
色生活街道、城市绿道、休闲驿站和游
客集散中心等。以北马道特色生活街道
更新为例，该街道存在潍县城墙破败、
历史文化遗失、人车混杂、慢行空间缺失、
业态低端、产品吸引力弱、街道品质较
差和公共空间缺乏等问题。因此，规划
提出以“文化街区古韵休闲”为改造定位，
通过治理路侧乱停车现象、优化自行车
停放、合理规划道路断面、增加城市慢
行感知系统等方式优化街道交通；通过
整治街道风貌、挖潜微小空间、留白增
绿、增加惠民便民空间、复原古城墙历
史文化等方式梳理街道空间；通过对原
有业态保留提升、引导新业态有序开展、
鼓励沿街住宅首层开放等方式盘活街道
业态；通过精细设计街道第一轮廓线、
精心雕琢街道第二轮廓线、秩序排布城
市家具等方式塑造街道界面，建设潍坊
市文化休闲活力街道。

6结语

当城市进入存量更新时代，休闲城
市的建设更是着重对既有城市生态、生
产、生活空间进行优化与品质提升。其中，
城市与区域休闲城市差异、城市内部休
闲要素重塑、公共休闲空间的更新改造
提升等都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潍坊
市利用既有休闲空间进行更新优化与提
升，其建设规划并非采用新城建设模式，
而是采取全休闲要素重新规划建设模式，
强调宏观层面区域城市休闲功能的协同、
中观层面中心城区休闲体系的构建、微
观层面存量空间休闲要素的更新，并从
战略层面对休闲城市进行建设引导。此
外，规划针对中心城区休闲体系的构建
提出休闲空间环境、休闲产业发展、休
闲服务设施、休闲交通体系 4 个板块统
筹引导城市存量空间的更新，并且以休
闲要素更新为点，以休闲板块为线，以
系统为面，形成 “以点串线、以线带面”

的建设效果。目前，休闲城市建设尚缺
乏法定性和规范性文件，休闲体系的构
建能否得到创新性的进展，未来仍有待
探索与研究。

( 本研究得到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孙守勤、袁军，休闲区指挥部王列生、

徐永海、马赛赛等人的支持，潍坊休闲体

系建设项目组成员为吴帆、李帆淼、由晨

璇、陈平定、牟倍廷、姚毅、王凯、谭晨浚、

张梦石和于茜等，项目合作单位为山东建

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戴德梁行咨

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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