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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4日热门话题

契约博物馆、石仓古民居、石

门圩廊桥、红糖工坊、王景纪念

馆……地处浙江省西南部山区的

丽水市松阳县，建县已有1800多

年历史，有中国传统村落 71 个，

是华东地区传统村落最多、风格

最丰富的县域之一。这里一个个

古今交融的建筑吸引了大批国

内外游客。

以文化和建筑为切入点，是

松阳县激发传统村落发展驱动

力的一次创新，也是各地“激活”

传统村落资源的一个缩影。

调查显示，至今为止，绝大多

数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

落没有发生拆并现象，没有发现

严重破坏问题，村民保护意识明

显增强。传统村落中大量危旧甚

至濒危遗产得到保护修缮，越来

越多的传统村落生产生活条件

有了明显改善。

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提升带动

传统村落逐步恢复活力，一些地

区的传统村落实现了产业复兴，

许多传统村落成为旅游热点，增

加了农民收入。湖南湘西花垣十

八洞村、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等

地，通过保持自然风光和原汁原

味的风貌，发展乡村旅游业，吸

引外出人员返乡就业，探索出了

精准扶贫和脱贫的好路子。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传统

村落还建立了村落文化遗产档

案，很多村落还挖掘整理了村

史、村志、乡规、族训，将保护文

化遗产和传承优秀传统美德要

求写入村规民约，还兴建了传统

文化活动场所，教育村民，感染

和熏陶各地游客。

经过不懈努力，一个个小小

的传统村落正重焕生机，向世界

展示古老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传统村

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

耕文明遗产保护群。面对如何更

好地保护发展传统村落这一全

球性难题，“中国方案”和“中国

智慧”正在持续影响世界。

2019年 5月 27日，在肯尼亚

首都内罗毕举行的首届联合国

人居大会上，作为典型代表，浙

江省松阳县向来自全球100多个

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讲述了“活

态保护、有机发展”的松阳版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故事。6 月 1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四川眉

山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进行

实地调研，同时结合其他地区的

案例，总结了12条经验，在“历史

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上向全球

进行推广，以此推动全世界历史

村镇的保护发展。

面向未来，业内人士建议，我

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一方

面要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加大

财政投入的力度，另一方面还需

要引入社会资本，灵活经营模

式，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同时使农

民增收，进而更好地解决城市和

农村的互惠发展问题、传统传承

与现代发展的问题等。

（据《光明日报》）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四部委

《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的指导意见》等精神，加强陕西省

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日前由省

住建厅牵头编制的《陕西省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规划》正式出台，明确

全省今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总

体思路和要求。

《规划》明确，今后陕西省传

统村落保护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着

重推进：一是建立落实保护体系，

科学编制规划。进一步深入开展

村落调查，形成国家、省、市三级

档案名录及保护制度，各级传统

村落必须编制保护发展规划，同

时建立专家审查、巡查制度等，确

保规划质量和实施。二是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推动文化传承。划定

传统村落的核心保护范围、建设

控制地带和风貌协调区，保护传

统村落空间的完整性，传统建筑和

历史环境要素，同时要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化资

源。三是完善配套设施建设，改善

发展条件。加快完善村落必要的生

活服务设施，适度配套相关服务设

施，避免盲目开发和过度商业化，

正确处理好传统村落保护与改善

村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让村民

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四是培育特

色产业发展，激发村落活力。按照

“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农业，推动传统村落的休

闲观光农业、特色种植、养殖业、农

副产品加工业等产业发展，探索

“互联网+传统村落”，进一步激发

传统村落活力。

省住建厅要求，各市、县（市、

区）政府要切实承担起传统村落保

护工作的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

导，建立相应组织协调机制，强化

技术支撑，拓宽资金渠道，加大宣

传力度，保障规划措施落实。应按

相关要求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状

况进行跟踪监测和动态管理，对保

护不力的村落将按照相关程序予

以警示和退出。

（据西安新闻网）

近日，海南省住建、旅文、自然

资源和规划、财政等四个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

展 工 作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要求实施“一村一档”，建立

传统村落保护档案，落实保护责任

制，充分保护传统村落的完整性、

真实性和延续性，深度挖掘和传承

传统文化，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

发展。

自2012年以来，我国先后公布

了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海南省

共有64个村落被列入其中。“目前，

海南省传统村落保护还处在起步阶

段，在村落的文化挖掘、保护机制建

设、政策支持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海南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意见》旨在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

展，让传统村落具备基本的生产生

活条件、防灾安全保障和基本的保

护管理机制。

《意见》指出，要深入调查与挖

掘，建立传统村落名录，对列入省

级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统一设置

传统村落保护标志，实行挂牌保

护，做好文化遗产详细调查，按照

“一村一档”要求建立传统村落档

案。制定保护发展规划，划定传统

村落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和

环境协调区的边界。对于传统村落

里的村道、民居、牌坊、古塔、古树

等重要历史环境要素同样要进行

认定并挂牌保护。此外，严禁以保

护利用为由将村民全部迁出、实施

房地产开发。

（据《海南日报》）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查

批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传统村落保

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10月 1日

起正式施行。

这是新疆首部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

条例。

《条例》对于极具地域历史文化特色

的传统村落和拔廊房民居做出了具体的

保护规定。如：分等级挂牌保护木垒传

统民居拔廊房；管理部门对拔廊房修

建工艺进行抢救性保护，建立施工工

艺档案；培育和命名拔廊房传统建筑

工匠；村民修缮原有拔廊房建筑物、构

筑物，村民自建建筑物、构筑物符合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和相关规定的，

政府给予资金补助等。

（据《新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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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传统村落 传承文化根脉

随着人们对传统村落认识的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力度空前，成效显著。如今，越来越多曾经凋敝破败

但承载厚重历史的传统村落开始焕发新生，不仅留住了“美丽乡

愁”，更传承了文化基因，延续了历史文脉。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和青山绿

水间，曾经散落着数以万计历史

悠久且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描

绘了一幅幅“桑叶隐村户，芦花映

钓船”的农耕文明的美妙画卷。但

在过去，这些村落由于大多集中

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得

不到有效保护，面临着数量锐减、

毁坏严重、污染威胁等问题。

2012 年，我国开始对传统村

落开展调查、登记上报。截至目

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已会同有

关部门公布了 7 批 487 个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村，5 批 6819 个中国

传统村落。一大批非常有价值的

传统村落，在国家层面以及相关

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得以

抢救性保护发展。

“传统村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文化遗产。”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名誉主席冯骥才看来，传统村

落兼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

性，二者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

属一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

个独特的整体。

“过去，我们曾经片面地把一

些传统村落归入物质文化遗产范

畴，这样一来造成只注重保护乡

土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村落

灵魂性的精神文化内涵，最终导

致村落魂飞魄散、徒具躯壳、形存

实亡。因此，传统村落的遗产保护

必须是整体性保护。”冯骥才说。

近年来，从政府到学界再到民

间，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都在

增强。一个普遍达成的共识是，传

统村落是一种活态文物，是中华

文明的鲜活载体，更是我们寄托

乡愁的精神家园。只有保护好传

统村落，延续乡村的文化脉络，才

能真正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然而，如何既保证人在村中，

又保证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与村

落同在，考验着人们的智慧。

“传统村落不是‘文物保护单

位’，而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是

社会构成最基层的单位，是农村

社区。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直接

关系着村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

高，因此保护与发展必须相结

合。”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的精

神遗产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

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

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

式等，它们作为一种独自的精神

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

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也是村

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

土壤”。

在这一情况之下，业内人士指

出，要保护好这些传统村落，一方

面要继续保护好传统村落的生态

环境，包括村落自身的土质、水质

等，另一方面要注重保护好传统

村落的“活态文化”，加快传统村

落文化保护立法，承担当代人保

护乡村文化的历史使命，通过更

加系统的保护和科学利用，让老

村落迎来蝶变。

传统村落规模大，内涵丰富，

又是活态，现状复杂，随着城镇

化速度加快，如何更好地兼顾

“保护”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关

键的时代考题。

在冯骥才看来，保护传统村

落不是原封不动，村落的生产和

生活都要现代化，村落的人们有

享受现代文明和科技成果的权

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不

但不矛盾，反而可以和谐统一，

互为动力。其原则是，尊重历史

和创造性地发展，缺一不可。只

有传统村落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宜于人居，人们生活其中感到舒

适方便，其保护才会更加牢靠。”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传统

村落的投入力度。从2014年起，中

央财政给予每一个传统村落一次

性补助 300万元，目前已有 4350

个传统村落获得了这项补助，补助

金额总计130多亿元。在中央财政

大力支持下，传统村落的道路、供

水、垃圾、污水等人居环境的基本

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优化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不少地

方也因地制宜，展开了一系列有

益探索——

安徽省黄山市财政每年安排

600万元专项资金投入传统村落

保护与利用，同时积极引导社会

资本以租赁、承包、联营、股份合

作等形式投资保护利用，形成了

民企独资保护开发的“宏村模

式”、政府主导国企经营的“西递

模式”及国企开发村企合作的

“唐模模式”等。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建水县在全县启动了“拯救老

屋行动”，在坚持“保护第一、利

用第二”原则的同时，积极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通过对环境

的改善和提升，培育旅游业态，

通过农家乐休闲旅游和民宿业

的发展，促进老屋的活化利用，

让老房子保值、增值，实现乡村

旅游与传统村落保护的良性互

动和发展共赢。

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在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过程中，特别注重培

育传统工匠，通过组织开展全县工

匠队伍调查，分工种建立工匠资源

库，大力发展传统村落和古建经

济。同时还全面梳理并建立有条件

可利用的老屋资源库，供艺术办、

旅委、招商局等职能部门进行招商

引资，并想方设法推动传统村落的

多形式活化与利用。

江西芦溪县建设一批田园风

光型、文化古村型、种植产业型、

乡村旅游型、生态保护型村庄，

不断发展以乡村民俗、人文资

源、自然景观、生态果园等为主

题的多类型休闲农业，加快推进

凤栖小镇、道一小镇、电瓷小镇、

豆腐小镇、小洞天茶文化园建

设，通过举办精品民宿设计大

赛、灯彩艺术节、端午龙舟文化

旅游节、玉皇山越野赛、凤栖小

镇半程马拉松等特色活动实现

对古村落的活态保护。

◆ 重在保护“活态文化”

◆ 回答好“保护”与“发展”的时代考题

◆ 向世界讲述中国乡村的古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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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出台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海南出台《意见》
实施“一村一档”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新疆首部关于
传统村落保护的条例施行

地 方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