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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委牵头实施的《南京
市美丽街道建设指引及实践案例》
课题研究，经过多轮成果研讨、部
门座谈，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正式
发布最终《指引》。《指引》将用于指
导南京美丽街道的设计与建设，为
开展街道更新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助力南京街道实现魅力提升。

面向南京主城多类型街道，
《指引》提出以人为本、空间复合、
五方联动三个目标，以及安全有
序、活力舒适、绿色生态、地方特
色、集约高效、信息智慧六项策略，
指向差异化、特色化管控。

《指引》全面吸收国内外城市
在街道营造中的先进经验，针对交
通性干道、综合性干道、交通性支
路、生活性支路四个基本类型，从
交通协调、空间与设施、建筑界面、
沿街活动和街道断面方面提出南
京美丽街道设计管控策略。

针对城市轴线、历史文化特
色、景观特色、商业特色四个特色
属性，从特色内涵、建设目标、沿街
活动、特色引导方面，提出彰显南
京特色的设计管控策略。比如，南
京具有历史轴线特征的街道包括：

中华路南唐轴线、御道街明代轴
线、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
民国轴线；其他城市轴线还包括中
央路—中山路—中山南路、汉中路
—中山东路、热河南路—江东路、定
山大街等。在特色引导上，保护街
道空间尺度、沿街历史建筑风貌、骑
楼等特色街墙形式、道路断面形式
和大树古树等景观资源。原则上不
再拓宽历史轴线街道。依托文化遗
存，塑造具有历史文化特质、开放活
力的景观门户节点。

商业特色街道，如新街口的中
山路—中山南路、王府大街、太平南
路黄金珠宝一条街等，鼓励在街区、
街坊和建筑尺度进行土地复合利
用，鼓励业态的多样性，形成水平与
垂直功能混合。鼓励通过街道整治
提升旧城原有的底商业态，增加业
态形式，为街道注入新活力。鼓励
建立无缝对接的立体慢行系统。

据悉，作为全省首部美丽街道
技术规范，《指引》还有很多特色创
新。比如一体化、全流程建立系统
架构，多维度、多渠道提取特色属
性，基础类+特色性建立多元分类
体系等。

据悉，南京近年来打造了一批
有活力的“美丽街道”。建邺区南
湖东路以“老城烟火”为主题，通过
复刻式微更新，深度还原了 20世
纪 80年代的“南湖记忆”，给居民、
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年代体验。通过
提升街巷环境，完善社区服务，释放
公共空间，南湖东路成为人们可以
驻足、交流的“生活角”。同时，在街
道更新的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
政府部门、建设平台、街道、专家学
者、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居民、商户
等多元主体全方位、全过程参与，打
造出一条有颜值、有文化、有特色、
有活力的“美丽街道”。

秦淮区蓝旗街东抵明城墙，西
接御道街，全长约 1000 米。通过
公共空间整治、店招立面出新、绿
化生态改造等举措，传统文化和科
创气息在蓝旗街相互交融、同频共
振，打造出一条有颜值、有文化、有
特色、有活力的“美丽街道”。

南京将按照《指引》内容，不断
强化对美丽街道的设计、建设、管
理，鼓励引导市民多方位、全过程
参与，打造更加宜居、便捷、舒适的
城市生活环境。

建设美丽街道，南京有了“施工图”
全省首部技术规范发布，助力街道魅力提升

4月 21日上午，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刘素珍去世，享年93岁。

刘素珍，1931 年 11 月生，3
岁时，父亲去世，她与爷爷奶奶
相依为命，住在南京珠江路吉兆
营同仁街。1937 年南京大屠杀
发生时，刘素珍只有6岁，她被日
军用开水烫伤了右臂……“我们
在上海路高坡子那里用泥巴堆
了地洞，躲在里头，上面飞机轰
炸的声音轰隆隆地响，大人小孩
都吓得不敢出去……很惨很惨，
那个生活真的苦。”她生前曾说。

10多岁时，因为家里实在贫
困，刘素珍当了童养媳，婆家住
在夫子庙四象桥的桥边附近，与
日本宪兵队隔着三户人家的距
离。当时，一位手脚都被铐着铁
链的中国人从日本宪兵队处逃
出来，向刘素珍的婆婆求救。刘
素珍曾回忆道：“我家婆婆拿起
家里的一把菜刀硬砸，把铐子都
砸掉摔到水里头，那个刀砸坏

了，也摔到了水里头。”后来，刘
素珍的婆婆与一位船长共同帮
助这位中国人逃走了。

后来，一个日本兵跑进刘素
珍家要人，说她们把那位逃跑的
中国人藏起来了，还要用刺刀打
刘素珍的婆婆，刘素珍一边跪在
地上，一边说：“不能打，不能打，
没有到我家来。”

刘素珍育有三女一子，生前
接受采访时曾说：“过去我们受
的苦，现在不能忘掉。要牢牢记
得，知道苦，才知道甜。”

南京城市摄影队的摄影师孙
晨对刘素珍老人印象很深，曾
说：“老人和蔼可亲，通情达理，
她一再跟女儿说‘不要给人添麻
烦，政府对我太好了’。”

截至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
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5人。

综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官微、新华社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素珍去世
她曾说“知道苦，才知道甜”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查靖
记者 刘伟娟）近年来，随着外卖
和快递行业的发展，电动自行车
的换电柜悄然出现在城市的大
街小巷。这不仅解决了外卖小
哥电动车续航短的问题，也为部
分商户招揽了更多的生意。然
而，随意将换电柜摆放在公共场
所甚至公共道路等位置，不仅占
用公共区域，而且维保工作也难
以到位，无形中增加了安全风
险。4月22日，现代快报记者从
南京大厂街道获悉，今年以来，
大厂街道综合执法大队总计整
改乱停乱放的换电柜13处。

据介绍，大厂街道综合执法
大队近日在巡查中发现，位于新
华西路某电动车专卖店门前多
出一组“续航神器”——换电
柜。考虑到换电柜占用了城市
道路，且存在用电安全隐患，执
法人员立即询问店家相关情
况。店家表示：“设置换电柜不
仅能够服务各类骑手，也可以给
自己招揽更多生意。”该店家希

望能够照顾处理，见执法人员提
出需要店家整改时，店家才道
出：“这个换电柜并不是我自己
设置的，而是由统一代理在与自
己协商用电费用后在商铺门口
设置的。”随后，店家拨通代理商
电话，执法人员向换电柜代理商
说明情况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规范设置换电柜、不得占用
公共区域。对此，代理商表示会
配合工作，规范换电柜点位设
置，确保经营合规合法，并通知
了施工人员将换电柜进行安全
搬离。

经了解，电动车换电柜为了
便利性，经常会设置在商户门口
的责任区范围。这涉嫌违反《江
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规定：市容环卫责任人应
当保持责任区内地面干净、立面
整洁、设施完好。而且，换电柜
代理商也难以做好日常维护。

大厂街道综合执法大队表
示，后续将持续关注此类情况，维
护好市容环境，消除安全隐患。

现代快报讯（记者 卢河燕 尹
翼星）天气渐热，荔枝作为夏季的
时令水果，已经悄然上市。4月22
日，现代快报记者走访南京多家
水果店发现，早熟荔枝白糖罂、桂
花香“抢鲜”上市，但因为上市不
久，贵的要58元一斤。而大家熟
知的“妃子笑”预计在5月大量上
市，价格预计在十几元一斤。

在如意里的一家水果店里，有
顾客询问价格。“今天早上才送来
的新鲜货，45元一斤。”水果店老
板说，店里半个月前开始卖荔枝，
价格从此前的一百多元一斤降到
现在将近50元一斤。

老板介绍，现在还没到荔枝大
量上市的时候，价格高，买的人也
不多。“我们也不敢进多，一般一
天进一箱。”现代快报记者走访了
南京多家水果店，发现目前市面
上的荔枝品种大多是白糖罂和桂

花香两种，售卖价格在30元到45
元一斤不等，有些水果精品店卖
到了58元一斤。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南京市
面上的荔枝是从南方空运而来，因
此价格比较高。海南和广东是大产
区，最早三月中下旬就开始上市
了。就批发价而言，从50元一斤，
慢慢降到了30元一斤左右。

“4月初到上旬白糖罂荔枝开
始上市后，批发价降到了20元一
斤左右。”南京众彩果品市场业务
拓展办公室主任王瑞说，荔枝的
行情大概每十天一个变化。4月
中旬到下旬广东、广西的荔枝大
量上市。届时，妃子笑、糯米糍、
黑叶、越南荔枝等更多品种的荔
枝陆续上市，价格会继续下跌，进
入平价期，大概十几元一斤，一直
持续到5月中旬。因此，喜欢吃荔
枝的市民可以再等等。

早熟荔枝上市，有点贵
想吃“妃子笑”还要再等等

作为美丽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街道不仅承载着市民交通出行、商业休闲、生活交往等公
共活动，更是集中展现城市风貌特色和美好生活的重要场所。美丽宜居街道如何建？4月22日，现代快报
记者获悉，南京市建委编制印发《南京市美丽街道建设指引及案例导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在全省
率先为美丽街道建设制定技术规范，将建设“美丽古都”的美好愿景一步步转变为“施工图”。

通讯员 宁建轩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赵丹丹

换电柜乱停放影响市容
大厂街道今年已整改13处

精品水果店内的桂花香荔枝

图片来源: 南京建设公众号南京的街道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尹翼星 摄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经玉萍
记者 季雨）4 月 15日 9点多，南
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指挥中心接
到市民报警，称其75岁的父亲樊
某当日一早独自离家至今未归，
家人多方找寻无果。

接警后，经济开发区派出所
民警立即前往现场查看情况。在
了解了老人走失经过和体貌特征
后，民警兵分两路，一边查看沿
线视频监控，一边沿路走访询
问。根据监控显示，老人离家后
往开发区赵山方向行走，最终走
进了一座荒山。溧水公安分局指
挥中心指令巡特警大队，联动消
防大队、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
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对老人可能
进入的疑似点进行排查。无人机
空中搜寻，利用红外摄像头搜索
可疑热源；搜救犬携带老人衣物

作为嗅源，对地面进行搜索。
“山头、沟壑多，夜晚山路不

好走，搜寻起来非常困难。”民警
张曙告诉记者。眼看天色渐晚，
能见度越来越低，直至16日凌晨
4点，在第一轮拉网式的排查后，
还是没有找到老人。16日一早，
为扩大搜寻范围，民警发挥警网
融合作用，通过社区网格微信
群、朋友圈等方式发布寻人启
事，发动群众力量全力寻找老
人。与此同时，120余名民警和
群众再次整队进山寻找。4月17
日，搜救已持续三天两夜，救援
人员不断调整搜寻范围和线路进
行山林搜救。下午5点多，令人
振奋的消息传来，有居民在一处
隐蔽的沟渠里发现了一名老人，
经民警辨认，正是走失的老人樊
某。目前，老人无生命危险。

无人机、搜救犬齐出动

120人三天两夜找到走失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