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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现代经济社会的多元发展的背景下，城市老城区的核

心功能逐渐向新区转移，逐渐退居二线，承担现有城市的相

对辅助功能。自 ����年 �月 ��日中国取消福利分房制度，

商品房逐渐成为城市住宅主要购买对象。且随着国家经济的

发展，城市居民经济水平的提升，购买力的加强、社会政策

的变化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购房者显然更倾向于购买新

建小区的住宅产品，原居住于福利分房住宅片区内的城市居

民也逐渐向商业地产的开发住宅转移，且原有的内部路网尺

度过小，无法满足当今片区内部的经济活动需求，导致老旧

小区活力下降。加之相对于规划较为合理且具备一定维护水

平的新建小区，之前的单位福利住宅片区缺乏合适的维护措

施，容易出现老化、废弃的现象，即老旧社区发展进入瓶颈期。

从生物学角度出发，将城市片区、居住片区类比为具有

完善功能且正常运转的生物体，该生物体内部因发展、迭代、

新生，必然会产生新陈代谢，即吐故纳新。站在新陈代谢的

角度上，因城市内部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老旧街区承载的

城市功能也由主要功能转变为次要或者辅助功能。如何处理

和解决老旧街区的“离退休综合征”成为中国城市和经济发

展的一大挑战。

中国荆州市沙市区肖家坊作为曾经沙市老城区的中心地

段，生活便利，小尺度街道有利于居民开展社交活动。随着

城市经济的多方面迅速发展，街道内主要商业逐渐向地产商

圈转移，现如今主要以小型商业为主。虽然不及之前的繁荣

商业，但依旧有着以某些小商户为活力因子的自塑行为，使

得老街区活力延续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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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陈代谢理论及表现

2.1�新陈代谢的定义

新陈代谢是一种总称，概括生物体内发生的、用于维持

生命的有序的化学反应，此反应使得生物体能够生长于繁殖，

保持其作为有机体的结构并且可以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代谢可以被认为是生物体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

此交换过程速率的变化也反映了生物体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

即童年时期代谢速率最快，青年时期至壮年时期代谢速率较

童年时期有所减慢，但速率依旧很快，是生物体生命周期中

最具活力的一段时间，老年时期速率则明显减缓，自身的社

会职能逐渐被新的生物个体取代。

2.2�城市中新陈代谢的表现

城市代谢 ���概念的由来是基于城市系统运行机制与生物

系统运行机制的相似性，将城市层级间或城市间的物质能量

流动类比为生物体代谢。

骨骼对应为城市客观地理物质环境，为城市的各类发展

提供物质基础；血管对应为城市路网，为城市的运行提供通

道及客观框定；血液对应为人，人的流动为城市运转提供活力；

细胞对应为家庭；组织对应为住宅；街区对应为器官；城市

承载了以上的所有元素，对应为生物个体。

将城市类比于生物体，代谢速率同样代表了当前城市所

处发展阶段：城市建设初期对应为生物体的童年时期，相关

配套功能不完善，发展速度最快；建设中期对应为生物体青

壮年时期，城市功能逐渐分化完成，发展速度较初期有所减

慢但依旧保持增长，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活力处于最强

状态且可在较长时间段内稳定运行；建设后期对应为生物的

老年时期，城市区域划分成熟，功能完善，经历了长时间的

稳定运转。但城市多样化经济发展仍在继续，居民对于美好

生活的向往逐渐加强，原有城市规划与设计难以满足当今需

求，城市街区路网难以承载日益增加的交通流量，城市发展

陷入停滞。

3�“离退休综合征”与老旧社区的类比

3.1�“离退休综合征”的定义

所谓“离退休综合征”���是指一个社会个体在退休之后

产生的各种心理落差与不适，如果处理方式不当，会直接损

害退休社会个体的身心健康，加速其衰老过程。因此，“离

退休综合征”是当今社会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离退休综

合征”的产生原因主要来自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活内容的变化、

家庭关系的变化。

3.2�“离退休综合征”的心理调整方法与对策

在社会个体层面，其需要从自身出发，在退休前做好较

为充分的心理准备，接受“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客观规律，

逐渐减少职业活动，将重心逐渐转变为个人精神物质生活；

退休后发挥原有专长，继续为单位、社会贡献余热；培养健

康的兴趣爱好；重新认识夫妻关系。

在工作单位层面，社会个体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和经历

奉献给了单位，在即将退休或者退休后，单位理应为其做较

为充分的准备和措施。

3.3�老城区的“离退休综合征”现象

老城区原有配套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时间的流逝和缺

少使用和合理修缮逐渐失去原有的活力，老化严重。原有人

口也因为城市核心功能的转移和新建城市基础设施的便利性

逐渐向新城流动，人口进入净减少阶段。此时老城区逐渐失

去继续发展的信心，外来投资也会更倾向于在新城活动，老

城区经济渐渐失去活力，城市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站在城市

宏观整体的角度上，结合上述现象，并结合生物体的衰老过程，

此时城市老城区开始出现“离退休综合征”现象。

3.4�老城区“离退休综合征”的调整方法

借鉴于社会生物体“离退休综合征”的心理调整方法 ���，

即退休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接受客观规律以及转变生活

重心；退休后发挥余热，培养兴趣爱好等。即将退居二线的

老城区或已经转移核心功能的老城区，需要采取措施和对策

来应对老城区的“离退休综合征”。

在城市个体层面，城市行政管理部门需要意识可能发生

的问题，在老城区完全步入“老年时期”之前做好全方位的

心理准备并起草应对方案，接受老城区原先核心功能将被新

城取代的既定事实，提前或及时转变老城区发展重心；思考

在现如今城市现状的基础上，转变发展思路，孕育老城市后

阶段发展的可能性。

在城市居民层面，在人口数量减少、商业活力下降的情

况下，部分小型商业从业者可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当下周边

商业氛围的变化，在经营策略上做出符合街区当下情况的改

变，作为活力因子，在最大程度上激活街区，促进自身和周

边商业的后繁荣。

4�肖家坊片区现状介绍及活力自塑情况

4.1�历史沿革及现状

中国荆州市沙市区肖家坊又名肖家台，俗称“肖家台子”，

南西北开阔，曾开设过沙市中药站批发部、市白铁加工厂、

粮店、民办小学、市商业学校、磨坊、多宝庵等，该坊在中

国建国初期可算是沙市城区中心地段，此地给许多老沙市人

留下众多记忆。

��世纪 ��年代至 ��年代，沙市经济高速增长，孕育了

活力 ��等一众优秀企业，沙市城区经济也因此繁荣空前；��

年代后，因经济发展和战略决策多方面的原因，沙市企业逐

渐走向落没，沙市城区因连带效应经济活力开始下降；进入

��世纪，沙市城区原有规划建设逐渐无法满足当今城市居民

对当今生活和商业需求，城市核心功能逐渐向新区转移，就

业机会减少，千禧一代更偏向与前往大城市就业生活，沙市

人口出现净流出，居民主要以中老年为主。肖家坊片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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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区老街区代表，上述情况反映尤为明显，已然进入街区

老年阶段，有出现“离退休综合征”的风险。

4.2�肖家坊片区现状

肖家坊片区作为沙市老街区代表，在 ��世纪 ��年代至

��年代承担着商业中心的角色，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片区

内昔日的繁荣逐渐变得冷清，已然进入街区的“老年阶段”。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片区内居民对电力的要求逐渐变

高，但碍于当年电力设施的设计，片区内电线大多无规则的

裸露在片区上空，既影响了片区内街景观感，又增加了安全

隐患；片区内建筑主要以居民楼为主，因缺乏监管的缘故，

私搭乱建的情况较为普遍，外加上居民楼沿街外窗均安装有

尺寸不一的外凸型防盗网，沿街立面混乱，缺乏秩序，街道

关系不明确。

4.3�肖家坊的活力自塑

令人感到意外且惊喜的是，肖家坊片区处于“老年阶段”

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且有出现“离退休综合征”的风险，但

在街区内商户的自发经营活动下，该片区商业分布比例较为

合理，并将现代街道元素注入原有老街区，一定程度激发了

肖家坊片区的街道活力，这种激发是自发的，基于商户自身

是商业行为，但基于片区整体来看，此行为有利于片区内经

济等多方面良性发展。

片区内服务类和餐饮类商铺占比 ������，以理发店和咖

啡馆为主，鉴于理发店和咖啡馆的经营模式，其顾客在店铺

与街区的停留时间较长，且消费人群的消费时段集中于午间

和下午，此类商铺激发片区内午间和下午时段的活力，并间

接带动了周边消费。

片区内服装店数量占片区总商铺的比例最大，达到

�����，主要以成衣销售为主，且分布较为集中，大多数商铺

门头经过设计，展示橱窗均为大面积透明玻璃，有利于消费

者的停留和购买，且消费人群大多在下班后的晚间时段和节

假日前往，激发了此片区夜市的活力。

5�结语

肖家坊片区内的居民和商户已然接受老城区商业中心转

移的既定事实，并且在现有环境下积极寻找着解决方案与对

策，自塑片区内活力，虽然片区内许多问题需要改进和解决，

但在目前看来，这种自发的活力自塑行为暂时规避了出现老

城区“离退休综合征”的风险，增强了居民和商户的信心，

值得具有“离退休综合征”的老街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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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及施工人员防护，这些都容易造成分包工程事故多发，

导致工程搁浅。在应对上需要在分包工程签订合同时，将具

体细则写入合同，并且对分包商资质进行认真验证，避免挂

靠企业、借用他人资质企业混入工程 ���。另外，为了保证总

承包公司利益不被损害，在分包公司进行工程过程中，总承

包需要不断采集信息和数据，对分包公司提出的施工变更等

进行严格审核，避免其虚增工程量并借机套现。

5�结语

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质量安全控制工作必须要与时俱进，

能够以精细化管理紧密地锁定“人、机、材、技、法”五个环节，

利用信息化管理方式做到积极沟通、无缝对接，清除管理死角，

让所有施工方案、施工方法、施工技术、施工过程都在掌控

之下。做好前期准备工作，消除施工变更、施工事故等风险，

现场管理有流程有措施，保证各方面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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