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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更 新 留 住 历 史 根 脉

□ 本报记者 韩秉志 吴秉泽 王新伟 刘 兴

猪价温和回落 养殖仍有盈利
本报记者 黄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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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地围绕推动城市功能完善、品

质提升等方面积极探索，推动城市更新迈上

新台阶。在追求“新”的同时，城市更新也要

守住城市历史记忆。如何保护好和传承好

城市历史文化？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文化

保护的关系？

提升生活品质

日前，记者走进贵阳市观山湖朱昌片区

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施工现场，工

人们正进行安置房绿化收尾工作。中铁八

局三公司项目负责人戴明介绍，该安置房项

目已完成所有施工任务，即将竣工验收并交

付首批房屋。该棚改项目总建筑面积超 31

万平方米，含 17 栋高层住宅及幼儿园、社区

服务站、文体设施等配套，计划安置 1800 户

居民。

近年来，贵州将城市更新作为推进新型

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城市环

境、生态、产业、治理升级，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贵州省住建部门数据显示，截

至 2024 年 ，贵 州 省 共 完 成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4316 个、惠及群众 67.93 万余户，新开工棚

户区改造 6.72 万套、累计建成 46.55 万套，完

成 背 街 小 巷 改 造 5667 条 ，地 下 管 网 建 设

18589.37 公里。

在北京，“好街区”建设正重塑城市肌

理。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副主任杨浚介

绍，北京市域面积约 16410 平方公里，其中

城镇地区约 3562.5 平方公里，占市域总面积

的 20%左右。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城市

建设水平，需加强重点区域设计，围绕滨水

空间、“两园一河”等塑造活力空间；充分利

用边角地、畸零地建设口袋绿地等。对于商

业商务类街区，要优化新载体，依托商业消

费空间布局专项规划，推动重点商圈改造提

升和地标性消费项目落地。

丰台区高标准推进北京南中轴地区规

划建设，并加快宛平博物馆之城建设、长辛

店老镇城市更新和园博园升级改造，塑造

“文化客厅”。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李国龙

以长辛店镇为例介绍，长辛店镇位于永定河

畔，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核心节点，通过“以

新促老、新老融合”策略，打造首都文化新地

标。该项目作为《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颁

布后最大区域更新工程，先行区已于 2024

年底开街。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马綮鸿表示，今年北京第一批、第二批城市

更新项目计划清单已于今年 2 月初、3 月底

下达，项目共计 2000 余个，为一季度“开门

红”提供支撑。

前不久，江西省第三批转化应用城市体

检成果实施城市更新项目的优秀案例名单

公布，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的洪都夜巷文化

商业街区提升改造工程上榜“老旧街区改

造”类优秀案例名单。

洪都夜巷所在的洪都街道，是江西全省

集中连片、面积较大的老旧小区之一，也承

载着南昌城很多工业发展印记。青云谱区

区委书记叶修堂介绍，青云谱区投资 6750

万元，对洪都社区的老街巷进行改造提升，

将居民对洪都的情感及洪都文化融入设计

元素，打造了富有特色的城南副中心和以航

空文化为特色的文化休闲中心，带动千余就

业岗位，年销售额破亿元。“不仅保留了几代

洪都人的记忆，更以航空文化主题街区的身

份出圈，成为南昌夜经济的新地标，实现了

传承地方历史文化、改善人居环境和提升生

活品质‘三合一’。”叶修堂说。

传承文化基因

在推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保护和传

承城市历史文化？经北京市政府批复的《北

京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管理办法》已于今

年正式施行。《办法》提出，控规实施管理应

统筹考虑城市空间品质、城市天际线、建筑

立面和色彩管控要求，合理控制建设强度和

建筑高度，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塑造传

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协调的特色风貌。

马綮鸿表示，今年北京将聚焦花园城

市、站城融合、滨水经济、挖掘存量资源改建

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等

方面，围绕重点功能区和重点空间节点，推

动一批示范项目，着力打造城市更新精品

工程。

早在 2021 年，贵州省就构建形成了包

含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及老旧小区改造、

棚户区改造、背街小巷改造、地下管网建设

改造 4 个配套子方案在内的“1+4+2”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的政策支撑体系，明确了优化

交通体系、完善城市绿化、补齐设施短板、完

善城市功能等 9 项重点工作任务，推动城市

更新工作平稳有序实施。

贵州打造的贵阳市云岩区太平路、南明

区青云市集等一批城市更新改造示范项目，

将文化元素融入更新改造之中，深度融合文

旅业态，焕新老街小巷，不仅补齐了民生短

板、提升了群众生活环境品质，更留住了城

市记忆，让更新有温度、城市有质感。

贵阳市云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

长郭杰思表示，太平路在街区改造过程中坚

持“留、改、拆、建”一体谋划，就是为了保持

街区风貌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保留街巷的生

活味和烟火气。

江西拥有 6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279

处历史建筑。近年来，江西坚持把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作为城市有机更新的前提，不急功

近利，不大拆大建，让城市文脉存于历史、活

在当下，实现城市更新与文化复兴的双向

奔赴。

“城市更新要注重活化利用焕新，我们

深入开展历史文化资源普查调查、标志牌设

立、测绘建档等专项行动，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建筑都有了专属身份信息。”江西省城

镇发展服务中心历史文化名城与建筑保护

处副处长殷亦琼介绍，江西正以系统性保

护、创新性利用为路径，探索历史文化遗产

的活化传承。

实现双向赋能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的必然要求，也是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必

由之路。以规划助力消费能级提升，北京市

朝阳区突出规划引领，打造“一纵一横一核”

消费版图，深化传统商圈更新改造，带动商

业空间提质扩能，纵深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主承载区建设。比如，围绕三里屯商圈，

聚焦太古里和新工体两大核心，构建“一横

两纵双核联动”的发展格局，彰显多元包容、

时尚潮流的城市特质。

“我们塑造高品质消费空间，有力促进

商业、国际化、文化要素聚集。”北京市朝阳

区副区长刘福泽介绍，通过打造国家级夜间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改造后的亮马河周

边商业活跃度增长 32%，已成为首都水上国

际会客厅、国际旅游消费金名片。

2024 年贵州省组织贵阳、遵义等 6 个地

级市的中心城区体检。贵州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总工程师董亚伟表示，通过体检发现

了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形成了

问题台账、整治清单，为各

地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提供了有

效依据。

作为贵阳市老城核心区，云岩区太平路

街区曾面临交通拥堵、建筑陈旧、商业业态

单一等多重挑战。在改造过程中，当地充分

利用老墙、老街、老巷等独特文化资源打造

专属的旅游体验，打造了太平路片区潮流消

费区，同时也以贯城河为纽带，串联起周边

的历史文化遗迹、商业街区，打造具有地方

特色的城市文化空间，让昔日陈旧街区蝶变

焕新，实现生态河道景观恢复、文化记忆精

彩复现、经济活力价值提升。

“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

而是城市功能重构与民生福祉提升的系统

工程。”贵阳市城市更新事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贵阳将通过融入智慧社区、文化记

忆、安全韧性等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真正实

现“让幸福在家门口升级”。

一直以来，江西坚持“保护第一、修旧如

旧”，促进建筑形态与发展业态有机衔接。

江西省抚州市以文化创新为突破口，设立了

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系统梳理才子文化、

戏曲艺术等本土文脉精髓，将传统小吃、非

遗技艺等文化符号转化为沉浸式文博体验

与创意产品。通过文脉赓续与业态创新，实

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品质提升的双向

赋能。

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

消费理念更新，以上门代厨、上门收

纳整理、上门喂养宠物为代表的新

型服务模式日趋走俏。这些服务大

多依托专门的生活服务类平台和各

类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推广，消费者

只需轻点手机下单预约，便能足不

出户享受“点对点”服务，节省了时

间和精力，满足了多元化、个性化需

求。与此同时，这一新消费业态还

拓展了灵活就业渠道，提供了更多

就业机会。

但是，新业态也存在相关行业

标准与市场规范相对欠缺、服务质

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部分从业人

员未经过严格审核和专业培训，专

业技能及服务水平未得到有效认

定。一些个体服务者未进行注册

登记，缺乏专业平台保障和公司监

管 ，服 务 质 量 难 以 得 到 保 证 。 此

外，收费标准不透明、不合理现象

时有发生，部分服务暗藏猫腻；交

易程序不规范，通过私人转账完成

交易，后续环节缺乏保障⋯⋯这些

问 题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影 响 了 消 费

体验。

我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

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登记，但个

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

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

交易活动的除外。这一规定为个体

服务者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也带

来了新的挑战。一旦发生劳动纠

纷，相关的侵权责任认定与权益保

护难以得到高效解决，监管溯源、维

权取证难度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行

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作为一种新消费业态，上门经

济顺应了社会和市场发展趋势，契

合了消费者和从业者的需求。对

此，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为其

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更要筑牢监管防线，保障其健康有序

发展。

各地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条例和文件，明确此

类劳动关系的行业规则和服务认定标准，将相关服务经营主体

纳入监管范围，明确主管部门、服务平台、服务提供者及消费者

各方的权利义务，加强制度性监管，避免出现监管空白。同时

结合地方特色，根据市场具体需求动态调整相关规则，比如对

于个体服务者，可适当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其向市场提供服务；

针对养老、托育等社会服务行业新方向，可为积极参与规范化

的上门服务者给予定向政策、资金等支持。

相关服务平台要切实履行好责任，完善门槛准入机制，做

好 各 类 资 质 证 明 、健 康 证 明 的 备 案 检 查 和 定 期 技 能 考 核 工

作。要健全规范统一的交易合同制度，建立包含工作记录、是

否有行政刑事处罚记录等信用档案制度，设置相应惩戒措施，

倒逼行业自律。还要畅通消费纠纷解决渠道，建立完善的顾

客评价机制和投诉处理机制，设置自动录音、一键呼叫、服务

评价、安全警告等功能，规范交易行为、确保服务质量、降低安

全风险。

相关服务者也要增强契约意识，依法依规开展上门服务，

明确服务的内容、价格、时间等关键条款，严格履行合同义务，

切实保护客户个人信息和隐私，用优质、专业的服务赢得消费

者的认可与信赖。

加强对上门经济的规范引导，不仅是为消费者美好生活保

驾护航，更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让便捷、贴

心、安全的服务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才能推动新消费业态实现

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5 月 30 日，全国农

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0.66 元/公斤，比

1 月 8 日的 22.77 元/公斤下降 9.3%。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

员、农业农村部猪肉全产业链监测预警首席分析

师朱增勇表示，今年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总

体呈现震荡下跌走势。

全国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分别从 2025 年 1 月

第 1 周的 16.57 元/公斤和 27.75 元/公斤，跌至 5 月

第 3 周 14.93 元/公斤和 25.68 元/公斤，累计跌幅分

别是 9.9%和 7.5%。生猪价格从 3 月底起同比小幅

低于上年同期，5 月第 3 周同比下跌 4.6%；猪肉价

格略高于上年同期，5 月第 3 周同比上涨 1.8%；仔

猪价格今年以来总体上涨，从 1 月第 1 周 32.77 元/

公 斤 涨 至 5 月 第 3 周 39.01 元/公 斤 ，累 计 上 涨

19%。不过，近两周仔猪价格小幅回落，同比涨幅

由 1 月第 1 周的 43.5%降至 5 月第 3 周的 0.5%。

今年前 5 个月猪价虽然总体呈现震荡下跌，但

波动比较温和。比如，5 月 28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

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0.84 元/公斤，而 3 月 28 日

价格为 20.94 元/公斤，时隔两个月相差仅 0.1 元/

公斤。

究其原因，朱增勇表示，消费需求恢复在一定

程度上支撑了猪价。

从 供 需 来 看 ，虽 然 商 品 猪 供 给 同 比 大 幅 增

加，但冻品库存下降、二次育肥增加以及消费需

求恢复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猪价。从商品猪供给

来看，1 月份至 4 月份全国定点屠宰企业屠宰生

猪 12134 万头，同比增长 10.9%。其中，4 月份屠宰

3077 头，环比增长 0.7%，同比增长 20.0%。从冻品

库存和猪肉进口来看，冻品库存自上年二季度开

始下降。冻品库存下降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鲜猪

肉的餐饮加工消费需求。1 月份至 4 月份猪肉进

口 35.63 万吨，同比增长 3.8%，但从各月来看，月

进口量均处于 2017 年以来的低位水平。4 月份进

口量降至 8.1 万吨，同比减少 7.1%。从二次育肥

来看，3 月份至 4 月份二次育肥现象增加，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标猪的上市量，延缓了猪价下跌幅度

和速度。

“总体上看，近期猪肉价格处于僵持状态。有

些养殖场推迟生猪出栏，也有一些屠宰厂控制上

市量，在行情低迷时压量保价。”北京新发地农产

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

虽然猪价行情低迷，但生猪养殖行业目前仍

处于盈利状态。朱增勇告诉记者，截至 2025 年

4 月，全国生猪养殖行业已经连续 12 个月保持盈

利。不过，盈利水平从去年 8 月份达到阶段性高点

后开始回落，到今年 4 月份平均盈利水平已经降至

100 元/头以内。

在猪价持续回落之后，为何生猪养殖能保持

盈利呢？据悉，目前生猪生产成本处于 2019 年以

来的最低水平。一方面得益于生猪养殖饲料及饲

料原料价格处于低位。5 月第 3 周，玉米和豆粕价

格分别为 2.45 元/公斤和 3.51 元/公斤，同比分别

下跌 3.5%和 6.4%。2025 年前 21 周，玉米和豆粕平

均价格分别为 2.33 元/公斤和 3.54 元/公斤，同比

分别下跌 10.2%和 8.7%。另一方面得益于母猪窝

仔数以及成活率提升。2025 年能繁母猪效率继续

提升，既降低了仔猪生产成本，又提升了商品猪供

给能力。

猪价后市走势如何？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降至

2024 年 4 月 3986 万头后开始回升，2025 年 4 月增

至 4038 万头，同比增长 1.3%，今年以来新生仔猪量

稳步增长，同比高于上年同期，意味着下半年商品

猪供给量将会持续增加，猪价季节性上涨幅度和

空间面临一定供给压力。

朱增勇表示，随着下半年传统销售旺季来临，

猪价预计会出现季节性上涨，但同比涨幅将会明

显低于上年同期。养殖场户需要顺时顺势出栏，

避免购买高价仔猪育肥和购买中大猪进行二次育

肥，同时加强饲料营养管理，做好成本管控，以降

低市场风险。

初夏时节，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蓝村街道青香水稻种植合作社的农民在盐碱地开展秧

苗移栽作业。近年来，当地积极推动农业资源集约利用，采取“合作社+农户”模式，帮助种

植户进行统一的育苗种植、管护收获、市场销售，提高作物产出效益。

梁孝鹏摄（中经视觉）

位于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江位于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左江江

畔的太平古城如诗如画畔的太平古城如诗如画。。

韩加君韩加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