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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路、热河路的送报，加起来有300多份，
除了用自行车运送报纸，剩下全靠步行。
吴晨娣坦言，她心脏不算好，所以走路并
不算太快，送报也当是锻炼身体，每天上午送
报大约三个小时，去掉骑自行车的路程，每天
步数在两万步以上。
记者看到，吴晨娣把自行车放在一边，挨
个单元门外投送报纸，边走边卷起报纸，到了
报箱前，只需要几秒便完成工作。穿梭在不同
居民楼前，比吴晨娣的红马甲更显眼的是，身
后房子上的黄底红字“征收区域”。
“老早就挂上征收了，但是没有动工，
不太清楚什么进展，不知道能不能看见这
条路的新模样。”一位住在阳信路的老居民
告诉记者，他已经75岁，没有电梯上下楼
腿脚不方便，很多老邻居都跟着子女搬走
了，也不清楚都去哪了，一些熟悉的老面孔
已经多年未见……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阳信路两侧的楼

房建筑与常见建筑有所区别，比如楼梯处、
圆拱门等。
王清波介绍，阳信路两侧楼房部分曾

为日本居民住宅和日企职工宿舍，还有部
分日本企业。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如今阳信
路的西侧依然有许多上世纪30年代建造
的楼房，错落的砖瓦、不同颜色的水泥、泛
黄的墙皮、材质不同的窗框，似乎都在诉说
着曾经的故事。
“我刚来青岛的时候，就好奇青岛为啥自
行车少，现在真是彻底领悟了。”吴晨娣跟记
者开起玩笑，她住在德平路，从八中到德平路
之间有一个下坡，骑着自行车下坡特别畅
快，但是上坡就不是那么轻松了。让她印象
最深的是，以前每年冬天下雪，会有很多孩
子在那段坡上滑冰，“弯弯曲曲一屁股滑下
去，孩子们笑得合不拢嘴，尽管会把衣服弄
脏，拍拍屁股跑回家各找各妈。”
“现在的孩子哪还会跑马路上玩，都喜
欢电子产品。”吴晨娣说，后来她很少见到
下雪天在坡上滑冰的孩子。
“虽然离着这么近，还真没去过改造后
的大鲍岛文化街区，听说效果不错，抽空去
看看比较一下。”提起对于阳信路的改造期
望，吴晨娣期待很大，她觉得，一座城市的
文化历史资源不能丢，就像是喜欢阅读的
人一样，多年的看报习惯未变，无论怎么更
新，变的只是建筑形式，不变的是情怀。

3 里院静卧长山路渴盼迸发新活力
老青岛人称中山路一带为“街里”，其中

“里”便是里院，也就是高处俯瞰像迷宫一样
的几何图案建筑，是一种融合中西方智慧的
高效能建筑。虽然外表并不富丽堂皇，但是它
规模适中，空间组合变化多端，长方形、三角
形、多边形等，有的规整统一，有的错落有序，
堪称“神奇”的建筑模式，在青岛风景的航拍
中必然会有老城区里院的存在。
一提到青岛里院，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

中山路一带，特别是“大鲍岛”区域最为显著。
殊不知，在长山路仍然保留着一大片里院。
沿着长山路步行，长山路13号是有余

里，长山路26号是京达里，以前叫京安里，
长山路31号是福生里。记者和王清波来到
这些里院建筑群，漫步其间依然能感受到
曾经的青岛建筑肌理。
这些里院建筑群，基本上大门都挂着

锁，标识着“征收区域”。从窗口往屋内张望，
锈迹斑驳的楼房过道，废弃的家具，很明显已
经没有人居住。一处拱门上刻着“1958”，年
代沧桑感呼之欲出……
里院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形式，更是中

西文化交织的结果，是青岛最特殊的符号。
为了更好地俯瞰长山路里院建筑群的特
点，记者提议找高点进行拍摄，环顾四周有
两栋居民楼，但是单元门都锁着，这时正好
有居民李女士回家，在说明情况后，记者、
王清波跟着李女士进入楼内。
“征收一段时间了，我们在窗户上一眼
望过去，空房子也怪冷清的，还是希望多点
人气，毕竟人是群居嘛。”李女士指着楼外
一处里院说道。记者看到，那是用木头搭建
的阳台底部，棚顶全部生锈，幸好楼下没有
通道，不会有行人经过。
爬上天台，可以清楚地俯瞰长山路历史

文化街区，前后大港小港、新冠高架路，一览
无余。
“果真是红瓦绿树，这就是青岛特色啊。”

王清波站在天台上望着楼下的里院，长满枝
叶的大树掩映着红瓦，像极了一幅风景油画。
王清波研究过，青岛里院形成于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兴盛于四五十年代，“听老辈人讲，在
最鼎盛的时期，青岛曾经拥有500多个里、
200多个院，‘里’有货栈店铺的作用，‘院’则
强调建筑的居住功能，规模比里更大。”
“长山路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会感觉到
这个名字很陌生，它没有中山路那么吸引人，
也没有很高的关注度，但是也存留着一片比
较有特色的里院建筑群，这也是‘小鲍岛’文
化区域内，仅存的一片青岛里院的建筑群。”
王清波指着身后的里院群落介绍道。
一眼望去，历史的风尘没有湮没那半

个世纪的市井百态，青岛的老街老院是充
满人间烟火的生活剧场，也是百姓故事的
鲜活绘本，让人浮想联翩。当年何人在此居
住，盛景如何？
随着青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

坚行动的展开，很多破旧的里院经过修葺已
经焕然一新。王清波表示，他曾多次回到老城
区，特别是“大鲍岛”历史街区以及宁阳路的
银鱼巷，在改造和设计的提升下，很多店铺既
保留了里院老建筑原有的结构体系和底蕴，
又融入了新的产业元素设计，有美术馆、精酿
啤酒、咖啡、潮流品牌文创、主题集市等新业
态，沧桑和新锐共生，历史和时尚共舞。
正当记者和王清波下楼的时候，已经临

近午饭饭点，一名外卖员匆匆下楼，戴上头盔
准备上班送餐，在居民楼下还停放着几辆外
卖电动车，不少外卖小哥租住在此。
记者了解到，新版青岛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规划充分落实《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衔接在编国土空
间规划，统筹谋划保护青岛市域“一核五线
五片多点”的历史文化格局和山水湾一体
的自然格局。结合新发展要求和地方特色，
增加了革命文物、水下文物等保护要素类
别，细化了保护利用的标准和措施。
用城市更新来“讲好青岛故事”，推进

青岛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从复兴中山路、
纺织谷再到百年老厂房焕发新生，青岛付
诸了众多行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工业遗址等保护利用，传承城市风貌特色，
成为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
城”的方式之一。

4 地铁送来合租客小老板变“团长”
记者和王清波一起，沿着阳信路穿过德

平路、热河路经过包头路到达长山路，步行大
约500米，有四家房屋中介，还有两家是小卖
部兼房屋租售。记者看到，与连锁房屋中介不
同，基本上每家中介门口还是老式手写的房
屋租售单。
“价格太高的负担不起，年轻人基本上都
是合租，合租一个月五六百，有的能在一千块
钱，他们也就是晚上回来睡觉，白天忙工作很
少在家。”一家房产中介负责人顾女士告诉记
者，长山路周围有泰山路地铁口，交通较为便
利，再者紧邻科技街，步行只需要百米，不少
年轻打工的在此租房。
“现在这些老楼都安装了单元门锁，几年
前全都是开着的。”王清波介绍，因为长山路
附近的楼房大多为上世纪90年代建造，各项
基础设施并不算好，起初都没有单元门锁，外
人随便就能进入。如今整条路走下来，记者看
到基本上都安装了智能单元门锁。
路边，韩锡叶正在整理快递，将快递分

类签收，忙得顾不上跟记者搭话，但是当记
者说到长山路被纳入历史文化街区的时
候，小卖铺店主韩锡叶放下手中的活，立马
拾起了兴趣。
“是要全部拆掉改造吗？什么时候改造？
改造成什么样子啊？”韩锡叶一连问了记者三
个问题，说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小卖部现在挣不了多少，一个小店多种
业务，总归是不闲着。”53岁的韩锡叶介绍，
她是胶南人，搬来长山路居住了9年，租了一
个 30平方米的房子，一开始用来做小卖
部，现在成了“团长”、快递点负责人，最后
才是小卖部主人。
记者看到，网购平台的一些货物和快

递盒子堆积在韩锡叶身旁，周围都是老楼，
快递员无法挨家挨户送上门，便全都寄存
到韩锡叶的快递点。自从2021年各大平台
社区团购盛行后，周围居民线上订货后到
她店里取货。

长山路一处拱门上，刻有“1958”字样。

阳信路4号院内，一组粉色绣球花开正艳。

阳信路的一处石台阶，颇具老城区的特色。

阳信路4号别墅，爬山虎染绿了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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