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调研——
非机动车“围堵”地铁口

“以地铁7号线丁家庄站为例，7号线丁家
庄站路面站口共4个出口，每个出口（地铁红
线范围内）规划的非机动车停车场约为200
平方米，约能停放非机动车100辆。”邹余玲
说，由于丁家庄保障房片区规划建设相对集
中，人口密集，目前站口的软硬件设施还不能
满足非机动车实际停车需要。

“经实地察看，丁家庄站1号口、4号口每
日非机动车停车量远超100辆，于是造成车辆
积压，严重影响其他居民出行。”邹余玲关注
到，不仅是丁家庄站，在一些商圈、农贸市场、
医院、学校周边非机动车量也相对较大，尤其
是早晚高峰期。

市民刘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我上
班要从双龙大道地铁站坐地铁到新街口。从

家到双龙大道地铁站有1.2公里左右，这段路
程步行大概要15分钟。”她特地买了辆电动
车。“以为四五分钟就能骑到地铁站，可以省
下十分钟多睡一会儿，谁知道第一次骑电动
车去就差点上班迟到了。”等她把车骑到地铁
站才意识到，可能没有位置停。果然，左挪右
移，好不容易空出一点位置，把电动车“塞”了
进去。“因为停车难的问题，电动车买回来有

半年了，就没骑过几次。”

代表建议——
加强地铁周边接驳性停车场地

规划建设

邹余玲认为，一些地铁口周边停车难的问
题，并不是单纯整治就可以解决。她建议由

规划、城建、城管等部门进行实地考察走访，
加强地铁周边接驳性停车场地的规划建设，
做好设计上的最大优化和调整，将地铁路面
站口配套完善。

与此同时，提高地铁口周边秩序管理水
平。她建议相关部门单位配备志愿者疏导非
机动车停放，引导市民有序利用空间，提升服
务整体品质，让广大市民更好地享受轨道交
通和功能性区域联通带来的便利。

最新进展——
南京将对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进

行摸排，编码管理

上述问题有望很快缓解。现代快报记者
了解到，面对非机动车“围堵”问题，南京多个
区域都在积极挖掘城市边角地，改造非机动
车停放点，力求充分挖掘停车资源。以栖霞
区为例，截至目前，共施划了16万平方米非机
动车停放区域，其中，2023年共施划了2.7万
平方米区域，主要集中在商圈、菜场、交通枢
纽附近。地铁 7 号线北段、1 号线北延开通
后，栖霞区共增加了11个站点，施划了1.6万
平方米非机动车停放区域，与此同时，还利用
高架桥下空间，划设了两处机动车停车场，预
计2024年上半年将对外开放。

从全市来看，今年南京市城管局将对全市
非机动车停放区域进行摸排，编码管理。针
对共享单车难以治理的问题，开展电子围栏
管理，施划精准的电子围栏，引导市民有序停
放，实现入栏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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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打造“长干古城-西街遗
址”城市超级IP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
两小无嫌猜。”李白的《长干行》，让长干里古
今闻名。

《建康实录》称，“长干是里巷名，江东谓
山陇之间曰干”。长干，大体位于秦淮河以
南、雨花台以北，是南京最早的地名。

从2017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西街地块
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到2020年转
为主动性考古发掘，已共计发掘面积12000平
方米，发现遗迹500余处，出土考古标本万余
件。一座距今 3000多年的长干古城初现真
容。

“近期西街遗址公布的重大发现让人振
奋。”何素玉关注到，2024年南京政府工作报
告也提到了西街遗址考古工作。报告指出，

深化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持续开展西街、
薛城遗址考古工作，推动遗址公园保护展示。

“作为南京城发展的关键地，长干古城是
西街遗址近期重要发掘成果，不仅印证了文
献中关于越城的记载，还将南京建城史前推
600多年，追溯至商周时期。这对湖熟文化研
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古长干文化资源
激活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此，何素玉建议，
要珍视“长干古城”这一全国唯一地处主城的
重大发现，将“长干古城-西街遗址”作为城市
超级IP，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科学保护、
活化利用，打造彰显南京独特城市个性的地
域文明标志，论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行
性，以点带面扩大全球影响力。

建议筹建西街遗址大博物馆，
打造成长三角文明起源展示工程

遗址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何素

玉建议，从源头加强西街遗址考古发掘的科
学性，提高考古现场作业的精细度。制定考
古现场科学保护措施，建立大遗址博物馆的
前瞻性意识，做好考古现场、出土文物、遗址
遗迹等相关过程性资料留存，保障资金投入，
建设考古现场临时性标本库房，边考古、边研
究、边修复、边展示。

筹建西街遗址大博物馆，立足长江中下游
文明起源，以商周以来长干古城等相关文物
遗迹为主要内容，邀请领军策划团队、建筑设
计师团队、博物馆专家团队，推动遗址活化利
用，将博物馆打造成标识度高、代表性强的长
三角文明起源展示工程。

串珠成链整体开发，搭建数字
化“西街遗址”

针对西街遗址周边文物古迹多、碎、散等
问题，何素玉建议系统梳理，深度研究，整体

规划，串联开发利用，形成整体联动效应。
一方面，启动西街遗址文化遗产资源立体

普查。建议由专业机构主持，尽早明确西街
遗址保护核心和毗邻范围，建立集文物标本、
文献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为一体的大西
街区域遗产资源综合数据库。同时，搭建数
字化管理平台，分阶段对外展示数字化“西街
遗址”。

另一方面，编制大西街遗址保护利用整体
规划。秉持“保护可见遗存、尊重历史肌理、
传承城市根脉”理念，以雨花路为中轴，西侧
深挖西街遗址资源，东侧提炼大报恩寺遗址、
1865产业园内涵，串联一南一北的雨花台烈
士陵园和明城墙（秦淮河）等历史文化遗产，
用好宁芜铁路搬迁释放出的空间，集中保护、
连片利用。展示南京城市发展历史文脉，营
造南京老城南部重要的礼仪门户空间，打造
南京历史文化最佳体验地。

加大优质产品供给，打造南京
“城市记忆”项目

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文化遗产集聚
高地。何素玉建议进一步深挖背后历史脉
络，多维度讲好南京城市起源故事。

开展全面深入的历史文化研究。整合科
研院所、高校力量，对中华文化特别是西街遗
址的历史渊源、发展历程、表现形态、核心价
值、保护利用等，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理
清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等内涵，构建起大西街遗址保护、
传承、弘扬体系。

何素玉还建议，依托西街遗址，打造南京
“城市记忆”项目。通过新技术应用、文化艺
术、科技集成创新等，以西街遗址为起点，串
珠成线，开发沉浸式体验产品，以此激活城市
内容符号和情感共鸣，引导市民游客从这里

“打开南京”。
通过大家实地探索和网上传播，形成现象

级文化现象，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南京文化强市建设提供有力
支撑。

从3000多年前“打开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

打造“长干古城-西街遗址”城市超级IP

非机动车“围堵”地铁口

代表建议加强地铁口周边停车场规划建设

南京秦淮区中华门外，大报恩寺遗址西
侧，一片历经3000多年的古城遗址，仍被完
整地保存至今，这就是西街遗址所在地。1月
17日，南京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二
次全体大会，16位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市
政协委员、秦淮区政协主席何素玉带来了《关
于加强西街遗址保护 唤醒南京城市记忆 加
快文化强市建设的建议》，她建议加强顶层设
计，明确项目实施责任主体，更大力度加强西
街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加
快建设更有文化厚度、文明高度、国际知名度
的魅力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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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大量聚集，造
成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受阻。与此同时，停
车要靠“抢”，也困扰着赶时间的上班族。
2024年南京市两会上，市人大代表、栖霞区
迈皋桥街道馨合园社区党支部书记邹余玲关
注到了非机动车“抢车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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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余玲

何素玉 西街遗址航拍（2023年发掘区）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调研时拍摄的丁家庄地铁站口停放的非机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