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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剧的社会变迁和大规
模的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村落正
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赵建
军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应与绿
色发展理念、绿色经济、绿色生
产方式相结合，打造出原生态、
古村落、高科技相融合的村落绿
色发展新业态。传统村落保护

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力量、
市场机制和村民自治多方共同
参与。

首先，政府应统筹考虑、系
统规划，充分发挥其在传统村落
的普查与保护名录认定、保护政
策与法律的制定、保护监管与奖
惩问责、宣传教育与科学研究等
方面的引导、激励和调节作用。

其次，市场应将传统村落的
生态环境、历史遗存、传统农业、
手工技艺、民俗文化等资源禀赋
特色化，让村民借此获得较高的
经济收益，催生出传统村落保护
的强大内生动力。

最后，恢复传统村落的公共
文化生活，复苏传统村落的岁时
节令、草根信仰、手工技艺、音乐
舞蹈等历史传统和文化记忆，不
断优化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重
建村落民众对传统村落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形成传统村落保护
的持久内生动力。

如何适应城镇化发展与乡
村社会变迁的趋势，在尽可能地
保存、抢救、记录优秀的传统文
化遗存的同时，复兴传统村落的
经济活力，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增强村庄自身的“造血机能”，是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必由之
路，也是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本报见习记者王珊

2017年2月，山东省滕州市
官桥镇大韩村古村落遗址多次遭
盗挖。

2015年，福建省漳州市古村
落人员外迁、房屋空置现象普遍，
有些古村落屡遭文物贩子“光
顾”，大量精美木雕构件、门窗被
盗卖，对古民居造成致命损毁。

2014年，山西省阳城郭峪古
村遭破坏的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一些村民在古文物保护
区内大兴土木，将有几百年历史
的老房子拆掉建新房。

近年来，诸如此类消息不断
见诸报端。如何平衡好传统村落
复苏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
发、传承与创新等关系，推动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值得人们重视与思考。

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
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联合主
办的“望山、看水、记乡愁——生
态文明视域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
展论坛”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召
开。论坛深入探讨了如何在生态
文明理念下保护和发展传统村
落，实现可持续发展。

新旧交接——“乡愁”载体不应消失

“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这
是当时广东省南雄市塘东村破落的真实写照。塘东村位于南
雄市珠玑镇，全村共 555 户、2296 人，常住人口 1000 左右，以儿
童、老人、妇女为主。塘东村在当地算规模较大的村庄，已有
700 余年历史。由于建村已久，村里的老屋旧宅连墙接栋，有
些村民认为旧屋破败不堪，久不维修，孩子还会在其中穿行捉
迷藏，十分危险，应当拆掉；也有些村民认为，就算建了新房，
也要保留旧屋，因为旧时的房屋选址建设都是经过精心勘测
测算，这涉及风水、习俗等问题。

塘东村的问题反映出当前我
国传统村落保护中传统建筑保护
的难题。

近年开展的传统村落调查显
示，中国每天至少有 100 个村落
在消失。在进入 21 世纪时，我国
自 然 村 总 数 为 363 万 个 ，到 了
2010 年，仅仅过去 10 年，总数锐
减为 271 万个。10 年内减少了 90
万个自然村。这些数字显示出村
落消亡的势头迅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
总规划师张广汉对此表示，目前
我国传统村落面临着“乡愁”的载
体快速消失、由于老化造成传统
建筑破败不堪、过度开发导致盲
目拆旧建新、拆真建假等问题。
出于对现代生活方式和品质的合
理追求，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纷
纷改善居住条件，不断以“新”代

“旧”、以“洋”代“土”、以“今”代
“古”，拆建改造了大量百年老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
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教
授孙华说：“大量村民外出务工时
集中居住在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
部和城中村，这些简易的平顶楼
房在他们的感官上留下城市的烙
印。当他们攒钱回乡时，由于缺
乏指导，可以模仿和有能力建设
的就是这些简易楼房。由此，千
篇一律的两三层砖混结构小楼就
在全国各地风格迥异的传统村落
中耸立起来。”

记者在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

古城走访时，领略到当地对这座
千年古城保护的用心良苦。古城
位于神木市西南 50 公里的秃尾
河 东 岸 ，西 北 距 明 长 城 约 5 公
里。当行走在城内斑驳的石道
上，穿越过久经风雨的老城楼，可
以感受到当地在古城规划上对原
貌留存的尽心尽力。2015 年热
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就在这
里取景，成为剧中诸多故事的发
生地。

这是一个平凡的小镇，其间
散布着众多形态完好、厚重古朴
的老房子，它们向来访的人们诉
说着黄土高原村落形态的独特风
情；这又是一个不平凡的古城，高
家堡从秦朝就开始建立，秦长城穿
过其中，在历史中一度是南来北往
必经的驿站，无数货物在此交接。

后来由于榆神公路的修建，
在此取道的商客逐渐减少。这里
褪去了往日的喧嚣，恢复了平静，
也正是因为如此，年代痕迹得以
很好的保留。与其他开发成旅游
景点的传统村落不一样，小镇大
路两边的屋子极少是工艺品和吃
喝的商店，而仍然是住民的房屋，
他们住在里面生活起居，门窗或
虚掩或敞开。

正午时分，走在小镇上，能听
到家家户户炒菜的锅铲声，大榆
钱树下坐着三三两两遮荫的老
人，曲曲折折的小路通向一户户
普通人家。这里的时光让人感觉
缓慢而真实，干净而纯粹。

整体保护——乡村文化生态景观是一个共同体

在山东临沂费县朱田镇北小山村，大片土地已经抛荒，
大块的石头堆在地里，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大坑。村民蔡有
福说，别看现在是“荒地”，而在两年前，这里还能种庄稼。
费县产石头，据说最早开挖于北宋。费县产的石头以独特
的色泽和奇妙的造型博得人们青睐，远销全国。在 2015 年
前后，有人在这片农田里非法挖土采石，本来埋在地下的石
头被挖了出来，留下了巨大的石坑，农田也被破坏了。

乡村拥有的不仅是村落建筑
本身，还拥有村落赖以生存的田
地、山林、草场和湖沼。在保护过
程当中，住民、建筑、田地、山林以
及湖沼应当作为一个乡村生态景
观整体去看待，而不是简单地将
住民建筑和田地山林割裂开来。
费县因非法采石对农田的破坏，
实际上也是对乡村生态景观的
破坏。

对此，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
产研究院教授汤羽扬表示，现在
城镇开发建设快速发展，占用村

庄耕地，乡村生态景观保护未
能与村庄建筑保护一样得到同
等重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乡村生态景观是
一个共同体，仅对前两者保护
已经不够，乡村农耕景观的整
体性保护应当纳入我们视野。
为此，村落保护应当与农民的
基 本 权 益 以 及 土 地 耕 种 相 协
调，使得住民、土地、政府和访
客之间能够维持动态平衡。

孙华认为，乡村文化景观
属于农业文化景观，是农业文

明的结晶，失去了农业的“村落”
将不再是村落文化景观，而属于
城镇文化景观。尽管每一个村
落范围不很大，乡村文化景观却
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体，属于“活
态”文化遗产。

在这方面，浙江省松阳县为
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样本。松阳是全国两
个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之
一，也是全国唯一的传统村落保
护利用试验区。

松阳县距今有 1800 多年的
历 史 ，现 保 留 着 100 余 座 古 村
落，其中 71 个属国家级传统村
落 ，总 量 居 华 东 第 一 、全 国 第
二。松阳在传统村落的复兴过
程中，把田园、山水、村落作为一
个 有 机 整 体 来 规 划 、保 护 和 建
设。在村庄基本维护方面，松阳
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然生态本
底和田园乡村风味，用较少的人
工干预和本土原生态的建材以
及生态环保技术对民居和环境
进行修缮和维护，以尽可能地保
持原生态的田园风光和古朴沧
桑的历史感。

未来可期——传统村落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坡—田—村—人构成一个典型的乡村型生态景观。乡村拥有的不仅是村落建筑本身，还拥有这个村
落赖以生存的田地、山林、草场和湖沼。

现阶段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正在从“专家学者关注”到
“国家重视”，再到住民自觉；从“片面保护”到“整体关照”，
再到乡村生态景观整体关照；从物质要素到民俗文化挖掘，
再到“活态”发展延续；从单一农耕生产到民宿旅游，再到
农耕产业调整；从注重物质遗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保
护，再到建立乡村文化与生态景观自我修复与调节机制。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王书玲张荣军

金湖县位于江苏省中部，地
处淮安、扬州、安徽滁州两省三市
交界处，上连洪泽湖，下接长江，
一派水乡的自然风光。

“良好的生态是金湖县经济
发展的最大优势，也是生态全域
化发展的立足根本，金湖就是要
举全县之力，将县域打造成生态特
区，走全域化生态旅游发展之路。”
金湖县副县长沈启涛说。

夯实生态发展基础

金 湖 县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规 划
（2014~2022 年）已 全 面 开 始 实
施。全县上下把生态作为全县发
展的根本依托和优势，并摆在首
要位置，着力发展绿色生产力，打通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

金湖县政府每年都与各部门
和各乡镇签订生态创建与环保目
标责任状，每个镇都设立环境保
护服务站，所有行政村都聘有环
保网格监督员，形成了“政府统
领、属地负责、部门参与、齐抓共
管”的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局面。

“金湖铁了心要走生态发展
这条路了，打造生态特区是民心
所向、众望所归。”金湖县环保局
局长凌诚说，为了将全县生态基
础夯实，目前已经完成了城乡生
活污水处理工程、河道生态修复
工程、城乡垃圾收集处理工程、城
乡饮用水安全工程、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及生态创建细胞工程
等“六大特色工程”。

金湖所辖镇建成污水处理厂
13 座，完成 3.2 万亩的白马湖退
养还湖工程，疏浚县乡河道 320
条，建成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镇
镇碧水相连、村村净河环绕，形成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人水
和谐环境。

据了解，金湖县下辖 10 个镇
中，已有 9 个建成国家生态镇、省

市级生态村 119 个、绿色学校 49
所、绿色社区 18个。

借助优势发展全域旅游

金湖县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
旅游已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正
由弱向强迈进。金湖县目前正式
获得中国气象局气候中心认证的

“中国（金湖）气候宜人之乡”称号。
“金湖县内没有化工园区，几

家电镀企业和地下小电镀作坊也
早已被关停取缔。”县环保局副局
长魏春梅说，金湖县科学谋划，着
力繁荣发展淮安金湖经济开发生
态新区，高效农业文化生态旅游
综合示范区，白马湖特色旅游、生
态湿地保护区，努力建设长三角
北部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水乡
生态园林、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

化中等城市，构建科学合理的城
镇化格局、产业发展格局、生态安
全格局，从而给生态留下了更多
的发展空间。

目前，金湖荷花荡景区新添
全国荷花展主展区、水上亲子乐
园等十多处景点。

众多游客的到来，极大带动
了县城和景区内部餐饮、水产品、
土特产品销售收入的增加，特别
是荷花荡景区、白马湖生态渔村，
常常座无虚席、宾客盈门。荷花
荡景区农民周末售卖莲蓬和菱角
一天收入最高达 1 万元，白马湖
生态渔村渔民单日快艇观光收入
高达 4000 元。

金湖生态旅游的火爆态势，
让越来越多的旅游从业者和农民
从中获利，发展全域旅游成为越

来越多百姓的共识和期望。

让金湖明天更美好

近年来，全县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位居全省前列。随着城市建
设步伐加快、经济快速增长，金湖
在空间格局优化、资源能源节约、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制度建设等
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

金湖天蓝水碧，林密气清，白
天可以深呼吸、晚上可以数星星
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让向往旅游的人们对赏万亩
荷花、品蒜泥龙虾、逛尧帝古城、
享森林氧吧、乐阳光田园、住白马
人家充满了渴望。这些金湖的

“美丽资本”，如今正被一条“金湖
绿道”串联在了一幅蓝图之中。

县环保局宣教科科长傅庭甲
说，根据县里的生态规划，金湖全
县生态文明建设及城乡生态安全
格局基本形成，绿色低碳产业发
展取得重大进展，环保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明显提升。

到 2022 年，金湖在苏北地区
将率先成为生活品质优越、生态
环境健康、生态经济高效、生态文化
繁荣、群众满意度高的“生态特区”。

夯实生态发展基础 发展全域生态旅游

金湖举全县之力打造生态特区

华夏绿讯
HUAXIALVXUN

本报记者孙秀英海口报
道 海南省发改委、省生态环保
厅、省国土厅等 8 部门近日联
合出台《海南省耕地湿地河湖
休养生息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方案》提出，海南将
控制耕地、湿地、河湖开发规
模，降低利用强度并恢复其生
态功能，构建耕地、湿地、河湖
休养生息的长效机制。

《方案》提出了两个阶段的
治理目标：到 2020 年，确保耕
地数量，有效恢复河湖生态空
间，稳定湿地面积，稳步提高耕
地质量，耕地、湿地、河湖生态
功能初步改善；到 2030 年，耕
地、湿地、河湖资源利用与养护
全面步入良性循环，生态系统
健康稳定。

根据《方案》远景目标，到
2030 年 海 南 将 建 立 完 善 的 资
源休养生息制度体系，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具体包括：
全省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达到二
级标准比例保持在 81%以上，
受 污 染 耕 地 安 全 利 用 率 达 到
95%以上；全省湿地面积不低
于 480 万亩，湿地保护率达到

50%以上；全省重要江河湖泊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 95%
以上。

为实现上述目标，在湿地
生态保护与恢复方面，海南将
推动全省 360 万亩自然湿地资
源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对三亚
珊瑚礁保护区、东寨港保护区、
白蝶贝保护区等，重点整治过
度捕捞、采集及污染；在海口、
三亚、儋州、陵水开展湿地生态
修复工程试点，至 2020 年，修
复受损湿地 1 万亩；建立重要
湿地生态修复治理区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稳步推进退耕还湿
试点。

为确保河湖生态系统保护
与修复，海南将推进重点河湖
治理与修复，对南渡江、万泉
河、昌化江三大流域干流，松涛
水库、牛路岭水库、大广坝水
库、大隆水库等重要湖库，按照

“一河（湖）一策”原则，强化节
水治污系统治理；结合生态保
护红线，加强对水源涵养区、防
洪调蓄区、滨河滨湖带等水生
态空间的保护，合理退还河湖
生态空间。

控制开发规模 降低利用强度 有序修复生态

海南出台耕地湿地河湖休养生息方案

本报讯 记者从湖北省十
堰市竹溪县畜牧兽医局获悉，
竹溪县已建成各类生态养殖场
1252 个，包括生猪养殖场 378
个、肉牛养殖场 239 个、山羊养
殖 场 430 个 、禽 类 养 殖 场 205
个，养殖存量占全县饲养量的
70%以上。其中，发展林下放
养土鸡、茶园散养土鸡等各类
生态特色养殖场 120多个。

近年来，竹溪县按照“区域
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养
殖、特色化突破”的畜牧业发展
思路，因地制宜调整、优化畜牧
养殖业结构和布局，确定在平
坝地区以发展生猪为主，兼顾
牛、羊、鸡发展；在二高山地区
以发展肉牛为主，兼顾小规模
生猪养殖；在高山地区以发展
山羊为主。

竹溪县依托山场面积大、
饲草资源丰富等优势，大力扶
持发展畜牧科技示范户、生态
养殖大户和绿色养殖专业合作
社，采取“合作社+畜牧场+农
户”的模式，大力推广良种猪牛
羊禽养殖及优质牧草种植，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竹溪县先后

“上争下投”项目建设扶持资金
和财政补贴资金 1000 多万元，
帮 助 农 户 申 请 贴 息 贷 款 5000
多万元，扶持 100 多家规模化
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建设雨污分
离、干湿分离收集设施，改造农
村清洁栏圈 10多万平方米。

据了解，竹溪县纳入畜牧
养殖业扶贫项目的 3.6 万贫困
农户，户均通过畜牧养殖业年
增收 5000 元左右。

叶相成 邹蔚烈

竹溪建成生态养殖场1252个
3.6万贫困农户户均年增收 5000 元

本报通讯员雷军红合阳报
道 陕西省合阳县从 2016 年开
始结合实际，做 活 生 态 文 章 ，
引 导 贫 困 户 种 植 花 椒 、核 桃
等 ，计 划 3 年 发 展 3.5 万 亩 经
济林，达到户均两亩林，增收
8000 元以上，使贫困人口实现
稳定脱贫。

“核桃、花椒好管省力，投
入少，要是把家里的 5 亩地全
部种上，脱贫就是迟早的事。”
合阳县新池镇张家庄村贫困户
李重九在村委会领到苗木时高
兴地说。

经过近年来持续的扶贫攻
坚，现有的贫困户多是缺资金、
少劳力、没技术等因素所致，致
富能力普遍较弱。“花椒、核桃
每年在做好施肥、除草、防虫等
必要工作后，就等着成熟后采

摘卖钱。不仅如此，核桃、花椒
等属于经济林，如果在林业项
目范围内，贫困户还能拿到退
耕还林等政策资金。”县林业科
技推广中心主任白晓军说。

为让贫困 户 享 受 更 好 的
林 业 产 业 脱 贫 政 策 ，合 阳 对
每 户 贫 困 户 新 增 经 济 林 免 费
提 供 苗 木 ，并 提 供 每 亩 至 少
500 元 的 补 贴 ，相 继 编 印 了

《核 桃 丰 产 栽 培 技 术》《花 椒
丰产栽培技术》等资料，抽调
多 名 技 术 骨 干 带 领 技 术 人 员
走 村 入 户 开 展 服 务 ，及 时 将
实 用 技 术 传 授 给 贫 困 户 。 对
于 部 分 自 然 条 件 差 的 村 庄 ，
合 阳 还 帮 助 贫 困 户 建 设 灌
溉 、管 网 等 配 套 设 施，并发放
生根粉、化肥、地膜等生产资
料，提高林木成活率。

做活生态文章让百姓走上致富路

合阳计划3年建3.5万亩经济林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近年来积极推动港航物流、装备制造
等企业使用电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替代燃煤、燃油等传统能源，
不断减少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图为东风
日产大连工厂利用空地资源发展光伏发电，先期将实现发电量 24
万千瓦时，力争到 2020 年光伏发电占比提高到 14%。

付磊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地
做好最后一批（第五批）中国传
统村落调查推荐工作，力争将
所有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全
部纳入名录。

据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
落 调 查 是 最 后 一 次 全 国 性 调
查，调查对象应符合历史文化

积淀较为深厚、选址格局肌理
保存较完整、传统建筑具有一
定保护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良好及村落活态保护基础
好 5项条件。

自 2012 年以来，住建部会
同相关部门先后分 4 批将 4153
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
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新闻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