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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晨的朝霞中，褪去白天喧嚣的拉萨八

廓街，又再次慢慢显露出其应有的韵味。

八廓古城以八廓街为核心，是拉萨市的中

心城区。八廓街是世界上最具特色和魅力的传

统文化街区之一，是 10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之一，是一条因大昭寺而发展和建设起来的集

社会、文化、宗教和商业等功能于一体的古老街

道，至今已有 1300多年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历

史岁月，八廓街始终保持了传统的格局。

如今，这条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古老街道两

旁，仍是传统的藏式建筑，漫步在八廓街上，还

能体会传承千年的文明。

千年古城焕新彩

“拉萨是距离天空最近的城市，是一个来

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时隔 9 年我再次来到拉

萨，发现这些年拉萨八廓街的变化很大，具有

民族特色的建筑、富有人文气息的纪念馆、烟

火气浓郁的甜茶馆、干净整洁的街道、来自五

湖四海的朋友用不同语言热闹交流，当下拉萨

八廓古城的繁荣，绘就了民族融合、传统现代

交融的高原‘清明上河图’。”来自北京的游客

汪晖说。

走进八廓街，穿行于干净整洁的古巷间，

过去蛛网似的电线消失了，各种规范的标识

牌、完善的环卫设施，让人切身感受到古城焕

发出的新活力；驻足在修旧如旧的古建大院、

保护完善的文物古迹前，拉萨古老的历史气息

仿佛在胸间激荡。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八廓古城经历多次规

划改造，让当地居民逐渐告别了喝井水、用旱

厕、点蜡烛的历史，不同阶段的拉萨城市发展

规 划 均 将 古 城 保 护 和 发 展 作 为 重 心 工 作 。

2012 年 7 月 23 日，八廓古城管理委员会正式成

立。2012 年底，政府出资 15 亿元启动拉萨老

城区改造工程。《拉萨市老城区保护条例》也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古城的保护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我在老城区居住了 50多年，这些年老城区

通过多次基础设施的提升改造，现在居民吃水、

出行等都变得十分方便，环境卫生逐年在得到改

善，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幸福了。”居住

在老城区白林社区78岁的次旺老人说。

保护提升古城新魅力

“我是土生土长的拉萨人，在老城区生活

了 79 个年头。以前的八廓街都是泥巴路，每

逢下雨、下雪出行会十分不便，道路两旁商贩

的挤占也会造成拥堵。如今，商贩进驻商城，

泥巴路变石板路，卫生环境大大改善，给很多

像我一样腿脚不便的老人出行带来了极大方

便，越来越多人愿意来八廓街了。”居住在老城

区夏萨苏社区居民次央老人满意地说。

八廓古城管委会党工委书记达娃指着八

廓街一角说：“你看，近年来，拉萨市对古城区

主干道沿线和八廓街沿街的建筑外立面进行

维护、修复，清理拆除与古城区风貌不协调的

瓷砖、卷帘门、防盗窗等现代化建筑部件，按照

传统材料和工艺对墙面、门窗彩绘进行修复、

设计安装特色路灯壁灯、旅游导视标牌，以及

规范各类标示标牌、环卫设施。我们八廓古城

管委会也将努力完善城市功能、完备配套设

施，使古城基础设施、居民居住环境、古城特色

风貌和历史文化街区有效保护和提升，进一步

彰显古城魅力。”

正如达娃所说，结合老城区保护工程，安

排专项资金实施了 9 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包

括大昭寺安消防工程、大昭寺千灯殿改建和唐

蕃会盟碑保护工程、小昭寺壁画修复和“四大

天王”重塑工程、小昭寺配套保护工程、清政府

驻藏大臣衙门及展览工程、根敦群培先生纪念

馆工程、朗孜夏维护工程、下密院壁画修复工

程。不仅如此，古城区改造还着力进行了基础

设施改造，新建地下综合管线、供水主管道电

力、通讯、给排水、检查井、变电站等，将古城区

内所有的架空线路全部入地，彻底解决私拉乱

接形成的“蜘蛛网”，解决了居民群众电压不

稳、水压过低等问题。此外，还采用电采暖，安

装电取暖器、燃气壁挂炉等方式，实施了古城

区供暖工程。

守护拉萨古城区

“这里不允许摆摊，请把店外的商品摆放

到店内；您在私房改建中存在违规施工围挡占

道行为，请将围挡缩减退让撤回到房屋红线范

围内.....”为广大群众营造一个畅通有序、干净

整洁的出行环境，八廓古城管委会工作人员每

天穿梭于八廓古城区的每个角落，守护着这座

古城的平安与稳定。

平日里，八廓古城管委会党员干部在做好

日常工作督导和检查的前提下，积极深入基层

一线，主动为居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

事。及时化解居民生活中的矛盾纠纷；帮助解

决辖区困难户工作问题；看望慰问社区孤寡老

人；维护修缮居民大院破损门槛台阶、清理拆

除私搭简易棚、在辖区背街小巷内安装路灯、

修缮围墙等。

为缓解交通拥堵，聚焦基层群众“出行难、

行车难、停车难”问题，八廓古城管委会拆除 29

个联户值守岗亭，在空位划设非机动车停车线

和消防警示标识标牌，协同相关部门对某百货

商场擅自改变地下停车场使用性质问题开展

联合执法，切实解决古城区停车难和管理不到

位等问题，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为治

理业态乱象，进一步规范古城区内藏装写真、

旅拍摄影等业态乱象，深入核心区精准摸排业

态底数，准确掌握古城区旅拍摄影店铺基本情

况，分析研究行业乱象，形成《关于古城区藏装

写真、旅拍等业态的工作报告》，为后续整治工

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焕然一新的八廓古城也见证了拉萨这座

城市新的生机与活力。“如今，八廓古城有大小

商场和店铺 422 家，生活着藏、汉、回、门巴等

20 多个民族，各民族兄弟姐妹水乳交融、和睦

相处。可以说，八廓古城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历

史风貌，依然是古城千年文明的缩影。”达娃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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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八廓东街游人如织的街景。

图②：大昭寺广场。

图③：游客在八廓街拉让宁巴古建大

院拍摄藏装写真。

图④：八廓南街小巷内具有藏民族特

色的民居。

图⑤：八廓古城管委会执法局执法人

员整治沿街商户店外经营、门前乱堆乱放

等行为。

图⑥：执法人员对流动商贩进行口头

教育。

图⑦：市民和游客在八廓街的长椅上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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