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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就决定把它保护下来，进行修缮。”习近平的话

语很简洁。

在会上，习近平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

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

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

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

会议议定了 1991 年福州市加强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办好的

七件实事，其中第三件即为“立即动手修复林觉民故居，作为

辛亥革命纪念馆开放”。

当年 5 月 31 日，故居修缮工程动工。11 月 9 日，在辛亥革

命福州光复 80 周年纪念日当天，林觉民故居修缮完成，并辟为

福州市辛亥革命纪念馆对外开放。

一直为保护林觉民故居奔走的李厚威，也由工厂调入林

觉民纪念馆工作，后来担任馆长。

“开馆当天，习近平同志除了参加剪彩仪式，还亲自给省

外客人当起了讲解员。开馆一个月内，他三次来馆了解观众

反应，作出整改指示。”李厚威回忆说。

“四个一”机制惠及长远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保护文化遗产，既需要行动，也

需要制度和法治保障。

1991 年 3 月 10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福州市委市政府文

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以下简称“现场办公会”），不仅改变了林

觉民故居的命运，也建立了惠及长远的“四个一”机制。

“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了林觉民故居的保护和修缮问题，

还确定了三坊七巷等地名人故居和遗址的保护办法：今后任

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文物主管部门报经市政府同意，均不得拆

除、改建或添建。同时，还确定了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1991
年福州市要办好 7 件实事，包括制定《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加强文物管理部门的力量等。”黄启权回忆说。

正是由这 7 件实事衍生出“四个一”，以及一系列给力福州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创新之举。

“一个局”——“现场办公会”确定，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 办 公 室 增 加 事 业 编 制 10 名 。 1994 年 11 月 11 日 ，习 近 平

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会议议定健全文物管理工作机构，在机构改革中考虑

设立市文物管理局。1995 年 6 月，福州市文物管理局正式成

立，作为市直二级局，人财物相对独立，定编 20 人。

“当时，省里和各个地市都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部门。福

州在全省最早成立文物局，比省文物局成立还早，在全国同类

城市中也算比较早的。”1997 年担任福州市文物局局长的王培

伦接受访问时说。

“一个队”——“现场办公会”明确提出，建立福州市考古

队。1991 年 6 月，考古队正式成立，定编 8 人。这为提升福州

文物考古水平，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30 年来，福州市考古队在多个考古领域特别是中国水下

考古领域，创下辉煌业绩。平潭“碗礁一号”“南海一号”沉船

遗址等水下考古发掘工作，他们都作为骨干力量参与，考古成

果丰硕。

“一颗印”——“现场办公会”提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

的 现 有 使 用 单 位 ，都 要 与 文 物 主 管 部 门 签 订‘ 使 用 保 证 合

同’”。由此延伸，福州市委、市政府决定，从 1992 年开始，城建

项目立项时需要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加盖市文管会（后改为

市文物局）的印章。“以前只需盖规划建设部门的印章就可以

了，增加了文物部门的一颗印，保护文物的主动性大大加强

了，建设性破坏的可能性尽量避免和减少了。”黄启权说。

“一百万元”——过去，福州全市每年的文物修缮经费只

是从城市维护费中列支 8 万元，“现场办公会”议定，从那一年

开始，此项费用每年市财政拨款 100 万元，以后逐年增加。这

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

除了“四个一”机制，“现场办公会”还催生了一项创举

——“福州瓷牌”。

顺着文儒坊的石板路，寻至大光里北侧 8 号，坐落着福州

“首屈一指的诗楼”，斑驳的红木门上挂着一块搪瓷铭牌——

“福州市名人故居·陈衍故居”，落款为“福州市人民政府立，一

九九一年十月”。

这块铭牌用搪瓷烧制而成，不惧风雨，昭示着这座楼房的

身份。上世纪 90 年代初，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如现今强烈，福

州市创新探索出挂“福州瓷牌”保护历史建筑的做法，在当时

尚属全国首创。

正是在“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提出，在全市开展一次全

面的文物普查；对全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部挂牌立碑，名人

故居、遗址采取多种形式挂牌，并一律建立档案。

1991 年 3 月 12 日，在省市人大代表视察福州市文物工作

反馈会上，福州市正式决定用市政府挂牌形式从速保护一批

名人故居。

1991 年 9 月，经调查研究，福州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 64 处

市区名人故居，比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予以挂牌保护。这也

是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市公布的最大一批名人故居。

从 1991 年 10 月到 1992 年 1 月，这 64 处名人故居全部挂上

了搪瓷烧制的“福州市名人故居”铭牌，包括陈衍故居、陈若霖

故居、高士其故居等。

30 年过去，这些故居有的已经升格为文物保护单位，其他

的仍以“福州市名人故居”的名义得到妥善保护，门前依然挂

着独具时代特色的搪瓷铭牌，经历风雨，见证历史。

1991 年“现场办公会”确定的不仅是一件件具体实事，还有

惠及长远的机制举措，那就是：抓紧制订《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条例》，制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三坊七巷两个保护规划。

《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从 1989 年 4 月开始起

草，“现场办公会”之后，福州市文物、法律工作者马上加紧制

订。1995 年 10 月 27 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习近平主持召开福州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条例》；1997 年 1 月 23 日，经福建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批准；1997 年 2 月 4 日，由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颁

布施行。

这个条例的制订和施行，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

也是率先之举。

注重精神血脉的赓续传承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倾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其旨归

不仅是重视保存历史遗迹，也是弘扬民族文化、赓续精神血

脉。保护林则徐系列遗迹，就是典型代表。

福州是民族英雄、世界禁毒先驱林则徐的故乡，是他出

生、求学、成长以及晚年退养之地，这里留下了一系列与他相

关的珍贵遗迹。

不过由于历史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包括林

则徐故居、出生地以及纪念馆在内的系列遗迹，都不同程度存

在着年久失修、房舍被侵占等突出问题。省政协委员陈以强

等多位有识之士为此奔走呼吁多年。

1990 年 5 月，《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发表《林则徐故居及

墓地现状》，反映了保护林则徐遗迹存在的问题，时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作了重要指示。

福州市政府立即进行了调查，在实地调查研究和核对文

物普查材料的基础上，对保护和修复林则徐纪念馆、林则徐出

生地、林则徐墓等遗迹提出初步意见。

1991 年 7 月，习近平在有关汇报材料上批示：抓紧修复林

则徐故居及做好墓地开放。此后，在福州市委常委会等场合，

他又多次研究此项工作。如 1995 年 5 月 8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

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林则徐诞辰 210 周年纪念活动及林

则徐遗迹修复等事宜。

1996 年 2 月 6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专题

研究林则徐系列遗迹修复、充实工作，决定成立林则徐系列遗

迹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同意纪念馆、故居、出生地作为福州市

文物局的下属单位，归市文物局统一管理。

这次会议还议定收回位于福州市中山路左营司巷的林则

徐出生地。当时，林则徐出生地所在地块已经出让给了一家

房地产公司，他们计划兴建高级商住楼。

这次会议后，福州市有关部门迅速与开发商协商，以 1200
万元的补偿收回了这块地。同时，省长基金下拨 200 万元，林

则徐基金会协助筹资 400 万元，大力支持林则徐出生地的修复

工作。

1996 年 3 月 31 日，林则徐出生地暨幼年读书处修复工程

开工典礼举行。1997 年 6 月 30 日，修复竣工并对外开放。

“开工和竣工两次仪式，习近平同志都亲自参加了。”时任

福州市副市长、后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是林则徐后

裔的林强说。

与此同时，位于鼓楼区文藻山路的林则徐故居也逐步完

成被占用房舍清退、拆迁等工作。2003 年 5 月，一期修复“七

十二峰楼”工程动工，当年 8 月竣工。2015 年 8 月，林则徐故居

二期修缮工程启动，目前正在有序进行中。

习近平为何对林则徐系列遗迹的修复保护如此重视？这

源于他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倍加推崇。

1990 年 6 月 18 日，到任福州月余的习近平就到林则徐纪

念馆瞻仰、调研。

1995 年 6 月 3 日，林则徐铜像在福州南大门——白湖亭竖

立。在揭幕仪式上，习近平满怀深情地说：“今天我们故乡人

民竖立起林则徐铜像，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教育后人，让在林

则徐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永远发扬光大。”

同年 8 月 24 日，在福州市纪念林则徐诞辰 210 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提出，我们要“继承、发扬林则徐坚贞不渝的爱国精

神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正气，学习他清廉刚正的高尚风范，学习

他‘开眼看世界’的开拓精神”。

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多次提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的自勉联也被他一再引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今已

成为福州的城市精神。

彪炳中国近代史的福州籍先贤，除了林则徐，还有著名启

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

2021 年 3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到访

三坊七巷，在郎官巷的严复故居驻足良久。“严谨治学，首倡变

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故居墙上，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所

作题词清晰有力。

严复晚年最后一段时光是在郎官巷 20 号的宅子（现为严

复故居）里度过的，1921 年 10 月 27 日病逝于此。

面对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严复积极倡导变法维新，译介

《天演论》等西方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著作，阐发救亡图存观

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

在转型时代发出的启蒙强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及福州工作期间，十分重视严复思

想的研究和弘扬。1993 年至 2001 年，福州及福建先后 5 次召

开严复学术研讨会，习近平十分重视，关心会议筹备情况、出

席大会发表讲话、会见专家学者和严复后裔、为论文集撰写

序言……

1997 年 12 月，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主办了“严复与中

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研讨会

题词：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爱国兴邦。

2001 年，是严复逝世 80 周年。当年 11 月，福建省政协、福

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等牵头召开纪念严复逝世 80 周年学术研

讨会，并汇编论文集《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由清华

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亲自担任主编，并

写了序言，对严复的爱国情怀和启蒙思想给予高度评价：“严

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在当时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清王朝统

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产生了极为深

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严复的科学与爱国思想仍不过时。”

推动“福建土楼”申遗

在福建，独具特色的土楼是最能体现传统文化的建筑之一。

1986 年，国家邮电部发行了一套“中国民居”邮票，展示全

国各地最具特色的民居，其中，代表福建民居的是一座环环相

连的精美土楼，这取自龙岩市永定县（后改为永定区）闻名遐

迩的承启楼。

像这样的土楼，建于 15 至 20 世纪期间，遍布龙岩永定及

漳州南靖、华安等地。这些最初为了防御而建造在水稻、茶叶

和烟草田间的土楼，内沿为圆形或方形，中央是开放式庭院，

只有一个入口，每座土楼最多可供 800 人居住。作为以土作墙

而建造起来聚族而居的大型建筑，常常被称为“家族的小王

国”或“繁华的小城市”。

福建土楼的形成与历史上中原汉人几次著名大迁徙相

关，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土楼中，发人深省的楹联匾额，

与楼共存的私塾学堂，教化育人的壁画彩绘，无不激荡着历朝

历代土楼人家“修身齐家”的理想和“止于至善”的追求。

走进土楼，人们可以感受到居住在其中的人对伦理道德

的崇尚，他们忠君爱国，敬宗睦族，崇文重教，勤俭耕读，刻苦

耐劳，平等相待，热情好客。同时，土楼蕴含着同宗血缘凝聚

力，一座土楼就是一个家族的凝聚中心。

1998 年起，永定、南靖两个县都启动了土楼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工作，后来，华安县也加入到土楼申遗行列。

龙岩、漳州两地对土楼申遗的“署名权”——到底是叫“客

家土楼”还是“闽南土楼”，各执一词。

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同时也是学者的汪毅夫回忆，当时，

有些领导和专家认为，无论以客家土楼还是以闽南土楼为主

体进行申遗，文化上的意义都较为狭隘，是难以申报成功的。

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以后千百年的“署名权”问题，各方争

论不已，谁都不愿意作出妥协。

“笔墨官司”打到了时任省长习近平那里。 2000 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研究了土楼申遗有关

问题。

时任副省长潘心城回忆：“习近平同志说，福建到处都有

土楼，现在整个福建的土楼都要申报世界遗产，我们就称为福

建土楼，这样八闽大地都有份。大家觉得习近平同志说得有

理有据，又顾全大局，纷纷表示同意。”

这次会议确定了申遗的“福建土楼”范围为“两片一线”，

即永定县湖坑镇、下洋镇、高头镇，南靖县书洋乡、梅林乡，华

安县仙都镇大地村等。会议还决定成立福建土楼申报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领导小组。

后来，福建省政府正式确定由永定、南靖、华安三县的“六

群四楼”共 46座土楼，以“福建土楼”的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名正则言顺。解决了申遗名称争议之后，龙岩、漳州两地

齐心协力，加快土楼保护、环境整治提升等工作，福建土楼申

遗进入快车道。

2008 年 7 月 7 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第 32 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福建土楼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省第 2
个、中国第 36 个世界遗产。

“土楼以其建筑传统和功能作为典型范例被列入，它体现

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公共生活和防御组织，并且体现了人类居

住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福建土楼如是

评价。

十年申遗，几代接力，一朝梦圆，八闽大地又多了一张世

界级名片。

在省长任上，习近平在抓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时关

心过问土楼的保护和利用情况。

2001 年 10 月 11 日—12 日，习近平结合全国人大、省人大

代表视察活动，深入永定县调研，先后视察了棉花滩水电站建

设工地、龙湖风景区等地。

在谈到加快经济发展步伐时，习近平特地提到了土楼资源。

他说，龙岩的旅游资源开发超前了，这很好。龙湖要建成生

态旅游区，进一步完善整体规划，高标准、高质量地建设好龙

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防止造成旅游污染和生产性水资

源污染。永定有世界级旅游品牌资源——客家土楼，要做好

“东有客家土楼，西有龙湖”的旅游文章，加快发展，增强经济

发展后劲。

如今，永定已经形成“东楼西湖”大旅游发展格局：东边，

世遗土楼，每年吸引海内外无数宾客，寻奇探幽；西边，龙湖风

景区已成为国家水利风景区、省级旅游经济开发区，湖域面积

65 平方公里，是福建省最大的人工湖。“东楼西湖”交相辉映，

全域旅游发展红红火火。

第二篇章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发 表 演 讲 时 提 出 ，“ 文 明 因 交 流 而 多 彩 ，文 明 因 互 鉴 而 丰

富”。此后，他在一系列重大场合阐述“文明交流互鉴”主张，

其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

世界文化遗产如今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

力的重要因素，发展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

文化遗产保护，而是要推动文明对话，保护文化多样性，助力

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身体力行展开了一系列保护文化

遗产、推动文化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实践。

呵护百年海上明珠

中国近代史上，鼓浪屿，这座面积不足 2 平方公里的小岛

曾是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19 世纪中期厦门开放为通商口岸

后，本国居民、归国华侨、其他国居民汇聚于此，岛上先后建起

千栋风格各异的建筑，文学、艺术、教育繁盛一时。它是“万国

建筑博物馆”，是“钢琴之岛”，也是“女王皇冠上的宝石”。

行走鼓浪屿，你能品味老建筑散发出的闽南韵味、南洋气

息和欧陆风情，然而你更不能忽略的，是诞生于这些老建筑之

中的、值得代代铭记的历史。 （下转第三版）

在保护与传承中凝聚强大的前进定力
—习近平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福建纪事

 
 1997 年 6 月 30 日，习近平出席林则徐出生地、故居、纪念馆等修复竣工仪式。

资料图片

 
 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 22 日下午，习近平在

南平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向游客招手致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