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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奎

从波兰举行的第 41 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传来好消息：我国青海可可西里和福建
厦门鼓浪屿双双入选。中国的世界遗产数
量由此增至 52处。

这是值得庆贺的好事，既能增强民众
对我国灿烂文化遗存和壮丽自然 山 河 的
自 豪 感 ，也 有 利 于 吸 引 世 界 对 中 国 遗 产
保 护 的 关 注 。 但 也 要 清 醒 地 意 识 到 ，中
国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和广袤国土的
大国，拥有数量较多的世界遗产也是理所
应当。

从 1977 年联合国开始评审世界遗产
发展至今，世界各国早已从以争取遗产数
量为中心转移到以遗产保护质量为核心。
有专家在今年 1 月的《世界遗产》刊文指
出：世界遗产早已过了拼数量的时代，“靠
申请更多的遗产来树立国际地位，已经失
去了土壤。”世界遗产所代表的国家利益，
不再简单体现于遗产数量和申报成功率
上，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回到了申遗的“初
心”——对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毋庸讳言，
在这一认识和行动上，我们还是不折不扣
的学生。

首先需要消除申遗误区，回归保护主
题。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监管，虽是老
生常谈，却是中国世遗道路的顽疾。在申
遗过程中，各方不惜耗费巨资投入竞争，志
在必得。而一旦申报成功，在一些地方就
意味着保护的松懈，强力开发的开始。我
国多数世遗的开发力度和速度远远超过保
护的投入，致使资源被过度利用；而受经济
利益驱动的旅游设施、商业建筑、基础设施
和盲目翻新整修等建设，也与世遗保护的
宗旨相悖。

我国世遗因为保护不力遭遇国际“黄
牌”警告的事情屡有发生。张家界在 1992
年成功申遗，却在短短 6 年之后即因为“旅
游设施泛滥”遭联合国警告整改。遗憾的
是，2013 年张家界再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黄牌警告，这次是因为其世界地质公园

“向公众科普地球科学知识”不力。无独有
偶，在第 31 次世遗大会上，我国也有 6 处世
遗同时遭到黄牌警告，分别是故宫、天坛、
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
流，其中布达拉宫、三江并流和故宫是第二

次被警告，之前被警告的还有武当山古建
筑群和苏州古园林。此外，泰山、平遥古
城 、大 足 石 刻 和 都 江 堰 都 曾 受 到 尖 锐 批
评。“保护和管理不善，致使世遗真实性和
完整性受到损害”均是主要原因。这恐怕
与众多地方将世遗作为“摇钱树”有关。

其次需要改革世遗管理体制，强化保
护职能。我国许多世界遗产同时也是风景
名胜、地质公园、文保单位或自然保护区
等，管理多头而责任不清。世界遗产往往
由以盈利为目的的风景名胜区实际管理，
监管难以分家。在申请过程中，各方因为
共同的利益预期而倾向于采取一致行动，
但申请成功后即各自为政，以部门利益优
先，致使资源争夺利用，保护职能被忽略，
监管失灵。一位申遗项目的主管领导曾对
笔者直言，其遗产入围世遗毫无悬念，但最
大 的 障 碍 是 管 理 体 制 交 织 ，问 题 难 以 解
决。这就要求改革我国世遗管理体制，构
建与经济利益分离的保护实体和监督机
制，强化保护责任，用制度加以保障。

此外，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遗产事务，
从一个数量领先者变为真正的保护引领
者。世遗数量众多只是表象，不能必然提
升中国世遗发展的地位。中国申遗阵容庞
大，但发言很少；研读规则较多，参与规则
制定少；被动听得多，讨论和观点贡献较
少；国内研究论文多，公众科普教育很少
……这些引起了部分国际专家注意，与世
遗大国极不相称。

中国需要回归初心，将思维从开发转
换为保护和文化传承，以可持续的理念对
待 世 遗 ，为 海 内 外 贡 献 中 华 民 族 保 护 智
慧。一是要结合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如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发展全球创新性的
世遗保护理念和方法；二是勇于实践突破，
改革探索，分享中国的实践经验甚至教训；
三是开拓设计世遗国民教育工程，鼓励低
价或免费提供国民世遗教育和服务，增强
全民的保护意识和保护参与热情；四是积
极参与国际遗产事务，包括国际世遗理论
研究，保护、修复、监管的规则制定和问题
解决，引领本领域的创新改革。相信这次
申遗成功，能够促进我国世界遗产管理改
革步入全新阶段，使我国世界遗产为国家
利益服务，也为全人类利益服务。

作者单位：全球环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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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 陕 西 省“ 绿 色 书
架”环保公益项目日前在咸阳市永寿
县仪井镇关路小学启动。近千册环保
书刊、少儿读本、科普读物从西安市东
前进小学等处运往此处，开启绿色书
架的循环阅读之旅。

在关路小学操场上，一名三年级
小学生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他发现的一
本书。“《十万个为什么》，我早就想看
啦。等会儿找老师登记去，暑假看完，
开学了给其他同学看。”这是一项特殊
的暑假作业：假期前每人选 3 本~5 本
书带回家阅读，新学期伊始，学校集中

收回学生的书刊及读书笔记。“下学期
以班级为单位，每个月集中交换一次，
让孩子们月月有书读，天天有进步。”关
路小学校长刘新凡很为孩子们高兴。

这是“绿色书架”项目开展的第四
个年头。2014 年在陕西省环境保护
厅的支持下，陕西省环境保护宣传教
育中心、省环保志愿者联合会与陕西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携手打造了这一
品牌项目。通过多渠道向公众募集有
关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公众健康与
自然科学的书刊，并走进学校、社区、
企业等，建立绿色书架，供公众免费阅

读，宣传环保理念。
据了解，项目已累计筹集书刊万

余册，辐射公众约 10 万余人次，在陕
西初步建立起绿色书架网络，并以此
为依托，不断拓展和延伸宣传教育内
容和范围，如通过持续开展环保沙龙、
读书会、生态调研等环保公益或志愿
服务活动，倡导公众参与，进一步提升
绿色书架的教育效果。今年，项目还
将在医院、商场、地铁等公共场所筹建
绿色书架，统一管理、定期循环，覆盖
更多受众。

王青 王泽琳

古村落得有“精气神”

“这本书我早就想看了”
陕西启动 2017 年“绿色书架”环保公益项目

◆陈伟卢国华 陈冰倩 罗勇安

青壮年外出谋生，木结构老房无人
居住，扛不住南方的湿度，长期未得到
较好的保护和修缮，一些有历史的房屋
成了危房甚至倒塌，庭院长满杂草。这
是记者不久前在福建省北部邵武市、南
平市等地的偏远村落看到的情景。

闽 北 地 区 的 传 统 村 落 ，不 仅 数 量
多，而且质量高。仅以南平市为例，目
前经福建省住建厅评审通过的省级传
统村落共有 339 个，南平就有 85 个；截
至 2016 年，福建省入选国家传统村落
229个，南平占 34个。

传统村落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
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
最大遗产。那么，如何保护传统村落，
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守护好，并
使之活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

守住物：
修缮研究并行体现古村历史味

中国现存的具有传统性质的村落
近 1.2 万个。成为“中国传统村落”，必
须符合两项标准。一是现存建筑有一
定的久远度，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级达到
标准，传统建筑的占地规模、现存传统
建筑（群）和周边环境保存有一定的完
整性，建筑的造型、结构、材料及装饰有
一定的美学价值，并有对传统技艺的传
承。二是传统村落在选址、规划等方
面，代表了所在地域、民族及特定历史
时期的典型特征，并具有一定的科学、
文化、历史以及考古的价值，与周边的
自然环境相协调，承载了一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在福建邵武市，有一处全国罕见的
城堡式大村镇——和平古镇。这里曾
是后唐工部侍郎黄峭的故里。在中国
营造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祁嘉华看来，和
平古镇建筑、街道、田地、河渠等人工场
所的设计都很有研究价值。这里古城
堡、古街道、古书院、古民居整齐有序，
应该请建筑维护、规划设计、自然人文
等专业人员，对唐代以来遗留下来的各
种历史痕迹进行研究整理，并按照年代
进行归类和修缮，凸显出唐、宋、元、明、
清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学风貌。如此，古
镇将成为福建乃至全国首屈一指的古
代建筑博物馆，兼具唯一性和观赏性。

“古村落保护、传统建筑保护，首先
要了解文化，了解历史。”国家住宅与居
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顾问、总设计
师骆中钊表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不同的水土也会滋养出不同地域特色
的建筑。然而，现在很多地方保护古建
筑，单纯从表面进行维护，根本不谈文
化，违背历史，这样就失去了古村落、古
建筑历史文化的“精气神”。

厦门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戴志坚认
为，现在农村建房子，多是钢混结构，采
用水泥、铝合金、白瓷砖材料的比比皆
是，与传统村落的景观格格不入，给古
村落的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认
为，古村落保护要坚持“三二一”，即三
不原则，不用水泥、不用瓷砖、不用铝合
金；两个方式，用传统材料、培育工匠；
一个关键，加强监管。

关注人：
古村不空置，有人气才有活态文化

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修旧如

故，不仅是按原样修缮，更要关注居住
者，留住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在传统村
落的精神遗产中，蕴含着大量独特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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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的 精 神 内 涵 ，因 村 落 的 存 在 而 存 在 ，
因 村 民 的 繁 衍 生 息 而 传 承 ，并使村落
传统厚重鲜活。

人们曾 经 片 面 地 把 一 些 传 统 村
落归入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只注重保
护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忽略了村落
灵 魂 性 的 文 化 内 涵 ，徒 具 躯 壳 ，形 存
实亡。

自 2003 年底开展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评选、2012 年 底 确 定 公 布 具 有
重 要 保 护 价 值 的 首 批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以 来 ，从 中 央 到 地 方 财 政，投入用于
这些村落的规划、维护、整治等经费，数
以百亿计。这些投入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但也遇到新问题。比如，维护好的
历史建筑利用率低下，空置的现象普遍
存在；很多修好的房子依然没人住，整
治好的村落继续“空心化”；文化传承缺
乏后劲，产业市场受到局限等问题尚未
解决。

中国古村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郑
国珍比喻，历史建筑是传统村落的肌
体，文化传承是传统村落的精神支柱，
而村民，塑造着那里的生活、生产形态，
是传统村落里的“心脏”。“心脏跳动了，
村落才有活力。”

为此，郑国珍建议，要以人为本，努
力将留住人与吸引人紧密衔接，实现名
镇名村和传统村落的创造性转化，营造
既能守得住物的，亦能守得住人的社会
氛围。同时，政府要加以引导，让社会
各界以多种形式参与到传统村落的保
护传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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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省份
河北省
河北省

上海市

江苏省

福建省

山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市
廊坊市
廊坊市

嘉定区

无锡市

泉州市

烟台市

佛山市

茂名市

茂名市

县（区）
大城县
大城县

江阴市

惠安（台商
投资区）

栖霞市

三水区

高州市

化州市

企业名称
大城县鼎祥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大城县民众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上海博雯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华南特种化纤有限公司

泉州市振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烟台合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高州市永发塑料有限公司

化州五羊诺邦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未按规定履行日常环境监测。
未按规定履行日常环境监测。
1、未按规定执行经营情况记录簿制度；
2、未按规定履行日常环境监测；
3、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不符合规范要求，地面无防渗措施，
无泄漏收集池，标识设置不规范；
4、未完全申报登记产生危险废物的所有种类、数量；
5、造粒机废气收集不完全，部分废气无组织排放。
危险废物未按照规定进行申报登记。

1、部分进口固体废物无有效防扬散、防流失措施；
2、造粒车间正在生产，配套废气水喷淋装置未运行。

未经环保审批，增加两套循环水系统并投入使用。
1、未按规定履行日常环境监测；
2、涉嫌伪造监测数据；
3、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废塑料破碎机未按环评要求安装粉尘治理设施，1条子
母挤出机排气孔未安装废气收集设施；
2、造粒机冷却水未按环评要求循环使用，直接排放至外环境；
3、废活性炭未按国家规定登记申报危险废物；
4、未按规定执行经营情况记录簿制度；
5、未按规定履行日常环境监测；
6、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1、再生塑料造粒项目工艺发生重大变化，擅自增加塑料注
塑加工和废塑料拌色工艺，未重新报批环评；
2、废塑料破碎机未按环评批复要求安装除尘治理设施；
3、废活性炭盛放容器未悬挂危险废物标签，危险废物贮存
场所危险废物标识不规范；
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5、未按规定履行日常环境监测；
6、未按规定执行经营情况记录簿制度。

环境保护部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
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7月16日检查发现问题企业名单

序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省份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

广西壮
族自治

区

市

肇庆市

肇庆市

佛山市

佛山市

东莞市

东莞市

东莞市

云浮市

贺州市

县（区）

广宁县

四会市

南海区

南海区

中堂镇

中堂镇

中堂镇

郁南县

钟山县

企业名称

广宁县华辉塑胶有限公司

四会市澳得塑料五金
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钿峻金属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恒泰源废旧五金
塑料加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达林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中桥纸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通美塑料有限公司

郁南县顺塑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钟山县金源五金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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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环境违法行为

1、水喷淋循环池设置溢流口和开关阀门，私设排污口排
放；
2、排污许可证无废水排放指标，但实际有排污行为；
3、未按规定履行日常环境监测；
4、未按规定执行经营情况记录簿制度；
5、废滤网及下脚料随意堆放；
6、未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7、涉嫌转让进口许可证。

危险废物台账数据和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内的废活性炭产
生量不符，无 2015 年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1、改建项目未按规定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重新
报批审核；
2、未按规定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3、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无标识。

1、未按规定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2、危险废物贮存库设置不规范，贮存场所、容器无识别标识。

1、被检查时提供虚假资料；
2、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种类不全，不按规定处置实验室废液；
3、未配套建设检修废水回收处理管网设施；
4、未严格执行进口固体废物经营情况和环境监测报告制度。

1、未按环评要求对厂区雨水进行完全收集，设置外排口排
入河道；
2、未按环评要求将生活污水排入污水处理厂；
3、未向当地环保部门报批，擅自改变烟气处理设施；
4、未如实申报危险废物产生量；
5、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与台账不符。

1、废气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
2、涉嫌伪造监测报告；
3、未如实申报 2016 年危险废物处置情况。

1、工业色选机、风力分选机未报批环评审批手续；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未备案；
3、未按规定执行经营情况记录簿制度。

1、固体废物露天堆放，无“三防”措施；
2、涉嫌废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