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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论坛”在深圳举行 

9月 14日，深圳第 22届珠宝文化节的重头戏——“第二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论坛”如期而至。 

论坛上，原外经贸部副部长、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荣誉顾问龙永图，国际珠宝首饰行业联盟主席 Gaetano Cavalieri 等与会

嘉宾们围绕“新形势下的全球贸易”、“全球珠宝发展趋势及中国市场对外国企业的重要性”、“行业发展机遇及全球珠宝贸易

合作”等等话题展开热烈探讨和分享，带来全球珠宝发展的最新趋势、机遇以及开展贸易合作的相关资讯。 

据了解，2017 年，“全球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落户水贝珠宝集团，成为全球首个覆盖珠宝全产业链的平台，是中国乃至全

球泛珠宝领域的示范基地。该平台依托“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以升级全球泛珠宝产业为己任，通过泛珠宝领域的跨国交流实现

沿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深度合作，增进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与相互认同。 

据了解，通过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的品牌效应，目前，水贝珠宝集团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已与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个国

际组织、行业协会和知名企业等达成合作，为珠宝产业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英国皇家珠宝协会亚洲区负责人 Anne Carroll Marshall 分享了在国际贸易中的经验。她认为珠宝行业也需要高质量的教育，

珠宝教育不仅可以降低珠宝的破损率，还可以让消费者深层次认识珠宝。 

“国家推出了一些有力的政策支持珠宝首饰行业发展，并提高了一些行业标准和制度，使得国内珠宝行业可以在全球进行竞

争。”六福集团执行董事兼营运总裁王巧阳表示，珠宝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产品，现在国际上很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 

“借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论坛，各界有识之士为世界与中国珠宝文创产业，与国际交流进行思想与理念的碰撞，促进各领域

与珠宝文创产品的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提到本次论坛活动的意义，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副主任梁振杰如是说。 

水贝珠宝集团董事长卢礼杭表示，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旨在为其成员提供行政、市场及社会等全方位最优待遇，降低成员在

国际市场中的政府准入门槛，争取政策与资金的多重优惠。同时建立泛珠宝行业全产业链关系网，整合行业优势资源，实现行业

信息共享；拓展成员品牌的人文价值与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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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宝“大咖”齐聚深圳水贝“论剑” 

中国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水贝。14 日，第二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论坛在深圳水贝举行。现场，深圳水贝珠宝集团还与

哥伦比亚祖母绿出口协会进行了“宝石墙”的超过 5 公斤的祖母绿原石捐赠仪式。据悉，“宝石墙”搜集了全球 200 余种类的珠

宝原石，将申请吉尼斯纪录。 

据悉，本届论坛以“新概念·新增长·新模式”为主题，齐聚了来自全球的知名珠宝“大咖”。时隔多年，国际珠宝首饰行

业联盟主席 Gaetano Cavalieri 再次来到深圳。“深圳的发展让我非常吃惊，”他坦言，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变化，让全世界

都为之震惊，而且相信未来也会继续保持发展劲头。 

现场，Gaetano Cavalieri例举说明了矿产对于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珠宝行业的努力，已经改变了几千万甚

至几亿人的生活，解决了他们贫穷饥饿的问题。但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具备社会责任感，对于珠宝业来说，应该扮演更为

积极的社会角色，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全球是一体的，大家喝同样的水、吃同样的食物，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那么，珠宝行业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Gaetano Cavalieri认为，整个行业需要合力发展，全球的从业者应该以同一种语言

来表述行为和目标，朝着相同的愿景前进。此前，国际珠宝首饰行业联盟在行业实践过程中，已经探索形成统一严格的行为规范

和标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实现可追溯性，效果显著。 

除此之外，作为此次论坛的“重头戏”，国内外的珠宝“大咖”们进行了圆桌对话，围绕“行业发展机遇及全球珠宝贸易合

作”等话题展开热烈探讨和分享，带来全球珠宝发展的最新趋势、机遇以及开展贸易合作的相关资讯，令现场听众受益匪浅。作

为深圳珠宝产业的龙头企业，水贝珠宝集团总裁梁锐也发布了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及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水贝珠宝集团还与哥伦比亚祖母绿出口协会进行了“宝石墙”的超过 5 公斤的祖母绿原石捐赠仪式，并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据介绍，“宝石墙”搜集了全球 200 余种类的珠宝原石，耗时半年打造，将于年内亮相，还将申请全球最大

最全的“宝石艺术墙”的吉尼斯纪录。 

据悉，黄金珠宝是深圳的六大传统优势产业，也是罗湖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罗湖已经聚集了黄金珠宝市场主体大约 9000家，

年营业收入超过 1200亿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去年，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成立。通过泛珠宝领域的跨国交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深度合作，增进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与

相互认同，推动形成全球泛珠宝时尚产业共同体的资源平台。发展至今，已有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个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知

名企业和相关机构签约，并达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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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军民同心共进，以双拥工作为支撑续写“红色基调” 

“双拥之花”在罗湖老城区绚丽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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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合作共赢，龙永图在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9 月 14 日，在中秋佳节和深圳国际珠宝展之际，我市迎来了一场珠宝业的国际性盛事——第二届泛珠宝时尚产

业平台论坛在深圳黄金珠宝集聚基地内水贝珠宝总部（IBC）大厦的格式国际珠宝时尚艺术中心隆重举行。 

活动现场重量级嘉宾和中外珠宝大咖云集。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荣誉顾问龙永图，国际珠宝首饰

行业联盟主席 GaetanoCavalieri，国际彩色宝石协会主席 ClementSabbagh，哥伦比亚祖母绿出口协会会长 GuillermoGalvisMorales，意

大利全国珠宝制造业联合会 FrancoiseIzaute，前国际铂金协会 CEO、前责任珠宝业委员会主席 JamesCourage，英国皇家珠宝协会亚洲区

负责人 AnneCarrollMarshall，法属波利尼西亚大溪地珍珠协会理事长 LoicWIART，创新迈阿密海滩收藏品展问委员会成员

IoannisAlexandris，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董事总经理 LorisMelikoffMichel，Couture珠宝展高级顾问 EvertDegraeve，法国宝石学协

会会长 DidierGiard，意大利珠宝机械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会长 GianluigiBarettoni，以色列尚灵钻石科技集团亚太区总裁 NoyElram，

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秘书长兼常务副理事长、水贝珠宝集团董事长卢礼杭，六福珠宝集团执行董事兼营运总裁王巧阳，市区领导及有关部

门负责人，自然资源部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负责人等出席。 

第二届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论坛紧紧围绕“新概念、新增长、新模式”主题，共同探讨如何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支持深圳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历史机遇，携手打造全球泛珠宝时尚产业共同体，在共商共建共赢的前提下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通过泛珠宝时尚领域的跨国交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助推珠宝、时尚、金融、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共建产业绿色

环保生态圈；在泛珠宝时尚产业的格局下，共同推动全球优质资源产业链和创新生态体系平台建设；通过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让世界了解

中国泛珠宝产业，让更多国际同行在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发展合力。 

卢礼杭介绍，自 2018 年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在水贝珠宝集团倾力打造的“一带一路”泛珠宝时尚经济总部大厦 IBC 成立以来，已有

22个国家和地区的 33个国际组织、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和相关机构签约，并达成合作。意大利、巴西等国的知名珠宝机构、国际彩色宝

石协会（ICA）等已落户 IBC，并与平台展开了深入合作。未来水贝珠宝集团基于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将着力打造“一个基地、七大中心”：

“一带一路”泛珠宝产业示范基地、全球性的珠宝原材料集散中心、全球性珠宝产业的金融服务中心及矿产资源投融资中心、国际珠宝（中

国）全产业链运营服务中心、全球唯一的珠宝智慧数据中心、国际珠宝艺术设计发布中心、全球珠宝行业智库交流中心、深圳泛珠宝时尚 



 

 

 

 

 

文化中心。 

龙永图在《新形势下的全球贸易》的主旨演讲中，从“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及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解析了当下的全球贸易。 

龙永图认为，全球贸易正处在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阴影当中，目前全球贸易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它已经

严重地威胁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全球贸易的发展；二是单边主义。当下一些大国企图削弱、瓦解甚至抛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建立的全

球经济贸易的秩序和规则；三是对全球产业链的威胁。一些国家利用行政手段破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挑战。但面

对三大挑战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过去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完全证明，自由、便利的贸易符合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龙永图以多年贸易国际谈判的经历判断：以高关税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人心，违背了全球贸易的发展趋势和规律。龙永图说，

近几十年来，全球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从 44%降到了 8%，这就是大趋势。贸易保护主义不得人心，不符合潮流，是没有前途的。当前的国

际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贸易的损害是暂时的，全球必将走向一个自由贸易的时代，因为这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也

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 

龙永图表示，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是合作共赢的平台，对促进全球经济、贸易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也是对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

义的摒弃。 

建立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功三要素。 

首先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就是在人民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在中国将出现一个更大的市场，它是人民对美好幸福

生活追求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二是地利。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各行各业都在打造自己的平台。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是一个整合珠宝全产业

链的最好平台。平台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超级世界合作大平台下运作，定能够取得成功。 

第三是人和。全球珠宝行业巨头、产业巨头、联盟巨头集聚深圳，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说明泛珠宝时尚产业平台得到了世界同

行的支持，把企业、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整个珠宝行业产生巨大的聚集效应，成为一个团结、交流、合作的大平

台，实现各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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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千人快闪声震天！《我和我的祖国》燃爆爱国情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9 月 15 日，一场由罗湖区委宣传部、罗湖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罗湖区文化馆、罗湖区电视网络制作管理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快闪活动“我和我的祖国”在深圳大剧院举行，数百名素

不相识的人自发参与其中传递着深情与依恋，用歌声表达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祝福。 

伴随着悠扬的歌声，“我和我的祖国”快闪活动激情上演，来自罗湖各单位不同岗位职工、翠园中学师生、公安干警、文化志愿者等 

600 余名演职人员用高亢激昂的歌声、优雅动人的演奏、热情洋溢的舞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抒发着对祖国的热爱和祝

福。 

现场市民共情共鸣，跟着乐声一同吟唱。这首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旋律瞬间引来市民驻足观看，还有不少市民举起手机拍摄

记录。深情动人的歌声感染了现场市民，纷纷参加大合唱。歌曲进入尾声时，已有数百名市民加入到快闪活动中，参加演出的市民有节奏

地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齐声高唱着歌曲，深情表达着各行各业人士的家国情怀，也向社会展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罗湖的发

展和争创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的信心和决心。 

有一个场景让人难忘：当《我和我的祖国》唱到高潮时，大剧院的广场上出现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由 50 名志愿者举着，缓缓走

来。当国旗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现场沸腾了，许多路人自发加入了护送国旗的队伍。人群围绕着国旗，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自豪的表情，

还有几个孩子，在国旗底下穿梭，欢呼雀跃。 

这面长 30 米、宽 20 米的五星红旗，是为了这场快闪特别定制的。此外，还准备了 600 面小国旗，在快闪开始前由文化志愿者们

分发给市民和游客。就这样，大剧院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人们挥舞着手上的国旗，纵情歌唱。许多路过的外国人，也被这一场景感染

了，一位外国女孩对着镜头说了一句：“我爱深圳”。 

这场牵动了数千人的大合唱里，每个人都唱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情。直到快闪结束了，许多人还意犹未尽，大声欢呼着“祖国万岁” 。 



      2019 年 9 月 15 日                                                                           

 

 

 

 

 

 

 

 

 

震撼！ 上千位罗湖人一起高歌“我和我的祖国”，深圳大剧院成“红色的海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都流出一首赞歌……”9 月 15 日上午，伴随着悠扬的歌声，“我和我的祖国”快

闪活动，在深圳大剧院盛大上演，整个现场成为一片耀眼的“红色的海洋” 

本次活动是由罗湖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等联合举办，由罗湖区文化馆、罗湖电视中心共同合作，来自罗湖各单位不同

岗位职工、翠园中学师生、公安干警和文化志愿者等上千名演职人员用高亢激昂的歌声、优雅动人的演奏、热情洋溢的舞蹈，共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同时向社会展示罗湖的发展变化，助力深圳争创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数百名素不相识的行人也自发参与其中，传递着深情与依恋，一起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祝福。不少市民举起手机拍摄记录。

深情动人的歌声感染了现场市民，人们挥舞着手上的国旗，纵情歌唱。许多路过的外国人也被这一场景感染，一位外国女孩对着镜头说了

一句：“我爱深圳”。 

当活动进入高潮时，大剧院的广场上出现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由 50 名志愿者举着缓缓走来。当国旗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现场

沸腾了，许多路人自发加入了护送国旗的队伍，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自豪。据悉，这面长 30米、宽 20米的五星红旗，是为了这场快闪活

动特别定制的。此外，活动方还准备了上千面小国旗，在快闪开始前由罗湖文化志愿者们分发给市民和游客。 

 



      2019 年 9 月 16 日                                                                                   

 

 

 

 

 

 

 

 

 

 

人民路上①｜深圳：见证城市巨变，集市农田成商圈 

【编者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以来，成就斐然。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宏观数据中，也浓缩在每条大街小巷的变化之中。一条路，见证一

段历程。澎湃新闻派出多路记者，寻访全国多个城市的人民路，记录路上承载的国家记忆和变迁，呈现新中国的发展成就。 

在近 70年的人生里，梁学爝的住房换了 5次。 

出生时，梁学爝一家住在铁路旁搭的木棚，仅 7-8平方米。至 1960年代初，梁家租住村民的简陋砖房，10多平方米，最多时住 8口

人。1975 年前后，梁学爝结婚，生孩子后一家 3 口租 20 平方米厂房住。改革开放后，梁学爝所在的工厂效益变好，他出 8000 元就获得

100多平方米单位分房，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2002年，因拆迁改造，梁学爝住上了同等面积的新式回迁楼房。 

对梁学爝来说，换房的背后可看出深圳的发展和变迁，而他家五次换房，都未离开一条路。 

这条路就是深圳罗湖区的“人民路”。路不长，不到 3公里，南北走向，分为两段：人民北路、人民南路。往前 40年，这条路更短，

只有 1 公里多。 

路的最南部，毗邻香港，有罗湖口岸、深圳火车站、罗湖区汽车站，是人流集聚之处；路的北段，是深圳最老商圈之一——东门商圈

的核心区，是深圳人心中不可取代的“老街”。 

同时，这条路也连接着历史和记忆，两侧有深圳中学、深圳小学，有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有建于清康熙年间、曾是省港大罢工接

待站的思月书院，有占据全国第一高楼位置十年之久的国贸大夏。 

这条路，是深圳从“小渔村”变身为大都市的缩影。见证过它的历史变迁的梁学爝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早年，因临

近香港靠近火车站，人民路附近形成了小商圈；改革开放后，这一带最早崛起，后经数次改造，形成如今的繁华面貌。“如果没有改革开

放，这里还是一个边境小镇。” 

 



 

 

 

 

 

 

 

 

 



 

 

 

 

 

 

深圳墟往事 

梁学爝 1951年出生，祖籍广东新会。上个世纪 40年代，他的爷爷和父亲来宝安县（深圳市前身）当搬运工，他生在这里。 

那时，宝安县还是一个偏于一隅的“弹丸小邑”。据文献记载，在改革开放前，宝安的经济以农业为主。1978 年，宝安工农业总产

值 12717 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 9575万元，占 75%。 

梁学爝从小玩到大的地方，叫“深圳墟”。“墟”是集市的意思。早在明代中期，如今罗湖东门一带的几个村落建立集市，形成了“墟”，

这份繁荣也一直延续了下来，造就了如今的东门商圈。 

梁学爝回忆说，因毗邻香港，有罗湖口岸及火车站，上世纪 50、60 年代，这里是“边境小镇”。公开报道显示，广九铁路建成后，

罗湖车站启用，宝安成为内地与香港的交通门户，卖农产品的谷行街（今解放路）、卖小吃和杂货的维新路（今人民北路）、永新街、南

庆街等处商业街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今天的罗湖旧城。 

深圳本土文化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民俗学者廖虹雷此前接受媒体时表示，人民北路附近的东门商圈，自明清以来已是远近闻名的重

要墟市，这里居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地理环境独特，华洋交杂，人文荟萃，广东三大民系广府、客家和潮汕的民众在此聚集。 

当年，深圳墟规模不大，路主要有两条，即人民路和解放路，都没铺水泥，是土路；街上房屋多是骑楼，2-3 层，一楼为铺面，楼上

住人；周围是农田，散布着简易的民房，当地村民多以务农为生，少数人捕鱼为业。 

梁学爝说，最初，人民路只有 1 公里多，不到 10 米宽，外来的搬运工没房子住，在附近的树下搭木棚。随着 6 个子女出生，梁家曾

8口人挤住 7-8㎡的木棚多年。 

1971 年，梁学爝从人民路附近的深圳中学高中毕业，被分配至农机三厂，做木工、筑造等工作。在他的印象中，至改革开放前，人

民路及周边的变化都不大。 

蒋杏英第一次来宝安县人民路，是上世纪 50年代末，那时她 20岁出头。 

蒋杏英是广东罗定人，1957 年，抱着出来见世面的念头，在熟人的介绍下，她来了宝安县，参与建设光明农场。当年，他们村出来

的女孩只有 2人，她便是其中之一。 

来到宝安后，见到的都是山，不少人跑了回去。蒋杏英却很兴奋，她相信知青，这里包吃包住，都是年轻人，没想过要回老家。 

一年后，蒋杏英转去建设深圳水库。她说，修水库很苦，手拉车都拉出了血，受不了，不少人回了光明农场，甚至直接回了老家。 



 

 

 

 

 

 

 

蒋杏英留了下来，1960年左右，她和同在水库工作的老乡结婚，之后在水库顶的草棚里生子。 

蒋杏英回忆，大约 1958 年，她第一次来到人民路，利用空闲时间来逛街。她的印象里，这里是集市，是交易农副产品的地方，除了

人民路和解放路，还有几条小路，“大街好一点，是铺有沙石的土路，小路就比较破了，是黄泥路。小孩上学，鞋会搞脏。” 

见证深圳速度 

改革开放的春风，最早吹进深圳。在梁学爝看来，人民路这一带，由于临近罗湖口岸、火车站，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改变。 

1979 年，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次年深圳经济特区获批。与此同时，罗湖区成立,是特区的中心。据《深圳市罗湖区志》记载，深圳经

济特区大规模开发从罗湖开始，人民路一带自此发生巨变。 

原本仅长 1公里的人民路，迎来了扩建。据《深圳市志》记载，人民北路于 1981年建成，1983年人民南路建成，两段路以深南大道

为界，人民路得以全线通车，自笋岗东路至深圳火车站，南北走向，长 2340米，宽 40米。这次扩建改造也形成了如今深圳人民路的大体

格局。 

梁学爝告诉澎湃新闻，如今的人民北路归东门街道管辖，大致是过去人民路，最显著的特点有东门商圈，而人民南路一带属于南湖街

道，过去多是未开发田地。扩建改造后，人民北路在新建楼房的同时，仍保留过去的一些痕迹，而人民南路是连接罗湖口岸的主干道，路

面宽阔，两侧多是高楼大厦，更有都市感。 

在人民南路路旁，地标建筑是国贸大厦。 

1982 年，深圳市政府准备筹建一栋大楼，作为全国各地在深圳的窗口，命名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1985 年底，国贸大厦投入使

用，占地面积 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其第 50层还设有目前很多新修大厦都没有的、直径 26米的直升机停机坪。 

国贸大厦是当时的全国第一高楼，楼高 160 米，共 53 层，创下了中国数个第一：中国第一栋超高层建筑，在长达十年里一直占据着

“全国第一高楼”的位置；中国最早实行招标的建筑工程，在国内率先大面积运用滑模施工，创下了举世闻名的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改革开放也改变了梁学爝的命运，他所在的车间和香港外资合作，生产席梦思床垫，因经济效益好，1981年，他仅出 8000元就获得

一套 100 多㎡的单位宿舍房，告别了过去的木棚、民房和厂房，真正第一次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从低层砖房到高楼林立 

人民北路、人民南路有不少地标性建筑，深圳中学、深圳小学在路边，附近有深圳最早建成公园之一的人民公园，东门商圈保持着繁 



 

 

 

 

 

华和热闹。 

在 84 岁高龄的蒋杏英的记忆中，人民路一带前后共进行过多次改造。而据当地老住户讲述，老人民路一带第一次大规模改造，始于

上世纪 90年代。 

1964 年前后，经熟人介绍，蒋杏英进入深圳市人民医院工作，负责医院食堂采购，一直工作至退休。1970年代初，当地很多人盖房，

蒋杏英家也在老人民路附近找了一块 40 多平方米空地盖楼，盖了一层；1980 年代，经两次加盖，盖至四层。拍摄于 1980 年代的照片显

示，蒋杏英家是砖房，外墙没有刷水泥。 

80 后李丽婷在东门社区工作，她的母亲早年在东门商圈做销售，她曾在人民小学读书。李丽婷回忆说，小时候，小孩子到处玩，人

民北路一带的居民区房屋多是 2-3层的砖房、骑楼，多数盖瓦，外墙没有刷水泥。没有自来水，路面上还有很多水井。到了饭点，妈妈大

喊一声“吃饭了”，孩子们就回家吃饭去了。 

李丽婷表示，到了 1990 年代，这一带被围起来改造，骑楼、瓦房等全部拆掉了，盖了新楼。也是在这一时期，蒋杏英家的 4 层楼房

被拆迁了，按照面积 1：1的赔偿标准，她家获得 2套 80多平方米的房子，她至今居住在其中的一套。 

公开资料显示，1998 年 1 月，深圳提出对东门老街进行整体规划和改造，市、区两级政府投资数亿元资金，对老街彻底改建。次年

10月，东门老街升级改造后重新开街。 

改造后，东门商圈延续昔日的繁华，人流量一度破百万人次，在商业面积不足 0.2平方公里的东门商圈，仍然有 30万至 50万人次的

日均客流。 

如今在人民北路看到的楼房，也多数建于上世纪 80、90年代，这些老房子之后经过翻新，使用至今。 

人民南路所处的南湖街道，其历史变迁则是另一番景象。 

南湖街道是深圳经济特区开发最早、发展最快、最繁华的口岸地带。1979 年前，这里一片荒芜，一些外贸公司在这里建有猪圈，作

为生猪出口的中转站，到处是猪粪和污水。 

1980 年后，这里城市建设和旧村改造同步进行，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南湖街道高楼林立，18层以上高层建

筑有 130 多栋。2002年，人民南路迎来一次改造，改造后路面宽至 45米。 

包容的街区 

经过 40多年的发展，深圳从“小渔村”变身为大都市，人民路的变迁史是其中一个缩影。 



 

 

 

 

 

 

 

 

 

1993 年，梁学爝辞职，去了深圳老牌知名酒店晶都酒店工作。两年后，该酒店改制，梁学爝下岗。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梁学爝

重新回到酒店，工作至退休。 

2002 年，因拆迁改造，梁学爝住上 100 多平方米的新式商铺房。至今，他和爱人、儿子、儿媳、孙子住在这套房内。 

从出生至今，60 多年来，梁学爝一直在人民路（现人民北路）附近居住。他是位老党员，对社区工作很热情。他记得街上每栋建筑

的前身，是这一带历史变迁的见证人。 

梁学爝发现，老住户越来越少，住的绝多数都是外地住客，且换了一批又一批，这让他有些伤感，“80%的房子都是用来出租的。”

同时，他也适应这种快速变化、人来人往，“没有发展，就没有今天的生活，不能停留在过去。” 

如今，梁学爝的孙子在香港读书，每天往返深圳和香港。每月有 8000 元退休金的梁学爝，生活无忧，他每天五点起床，坚持锻炼，

每天走 1万步以上，每周约老同学打麻将 1-2次。 

梁学爝说，深圳变化很大，“一年一个样”，他也见过很多人的命运转变，“‘小家’都跟着‘大家’改变”，大家各自的人生轨迹

虽有所不同，但生活都变好了。 

至今，蒋杏英在人民路附近居住 50多年了。她有两子一女，女儿现在福田生活，两个儿子都在香港。 

年过八旬的蒋杏英身体健朗，她的心态很好，待人热情，烫了头发，显得很年轻。前不久，蒋杏英做了白内障手术，她用两个手机，

常用微信和人交流。 

蒋杏英已四世同堂，每周她都会独自去香港，和亲人团聚。得闲，她就和老同学一起聊天、喝茶。 

蒋杏英说，她很满足如今的生活，“退休工资很高，生活很好。以前最苦的是我们，现在最幸福也是我们。” 

李丽婷是一名新深圳人，选择在曾经上学、玩耍的街区工作，做了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人员。对于人民路一带，她记忆最深的，有一

栋 3 层木质结构的骑楼，是一片民房中最高的楼；有蛇餐厅，这是深圳知名的餐厅，以吃蛇出名；有麦当劳，1990 年中国内地首家麦当

劳在这里开业，为买了一个汉堡，妈妈曾带她排了好久好久的队。 

问及人民路一带的特点，李丽婷的回答是，“挺包容的，什么年代的建筑、什么地方的人都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