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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起新的文化使命担起新的文化使命 赓续城乡历史文脉赓续城乡历史文脉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
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
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作出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发出
振奋人心的号召：“要坚定文
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
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
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一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
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不仅在博
物馆里被集中展示，也在广袤
的中华大地上、在丰富的现实
生活中，被展现和传承。

对于城市和乡村来说，历
史文化既是记忆，也是灵魂。
立足新时代，在城乡建设中系
统保护、利用、传承好历史文化
遗产，对延续历史文脉、推动城
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坚定文化
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具有重要意义。

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提起江西省吉安市永新
县，人们首先会想到它的“红色
基因”：“三湾改编”发生地、湘
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这里拥
有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却在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遇到了发展
瓶颈。古城发展动能不足、空
间环境亟待改善、青壮年人口
流失……一系列“成长的烦恼”
困扰着永新。

2019年，众多建筑规划领
域的大师组建“大师工作营”，
将策划、规划、景观、建筑、文
化、产业、运营等要素放在同一
个研究平台，通过撷取传统营
城智慧，探索出一条普通县城
实施城市更新、传承历史文脉、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社区办公楼转换为永新古
城美食文化新地标、昔日垃圾
场变身网红游客中心、废弃的
蚊香厂被改造成永新非遗文化
新窗口……如今，青砖老房获
得新生，城市也寻回了久违的
宁静。

“我开始懂得欣赏这份恬
静的美，慢慢体会到了这些建
筑中流淌的历史的价值。”返乡
创业青年小史如是说。

永新的故事表明了重视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
族精神生生不息根脉的重要性。

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的意见》，推动历史
文化保护监督管理工作再上
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保
护传承工作作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千秋大业被置于从未有
的高度，受到从来没有的重
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规划师张广汉是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的专业工作者，近年
来他明显感觉到，身上的担子
更重了。

这些年来，张广汉主持了
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重
大设计项目，是北京景山八片
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大
运河浙江段遗产保护规划，以
及河北正定、四川阆中、辽宁
沈阳等国家名城保护规划的
负责人。

张广汉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文化不仅成为市民追
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也是
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各个
时期都会留下历史的脉络和印
迹，有自身的文化基因，即便是
非历史文化名城也需要在城市
规划建设中注意保护历史文脉
和文化基因。这些历史文化基
因包括城市内的历史建筑、地
下遗址、历史街区、历史地段，
市政府应当公布保护名录，通
过规划划定保护范围，确定利
用方式，作为城市文化空间开
放，满足市民对文化的需求。”
张广汉说。

加大资金投入
守护历史文脉

6月的四川阆中，活力四
射。嘉陵江水绕城而过，一砖
一瓦都承载梦想，一隅一景都
映射岁月。

回望历史，这里历代均为
郡、州、府、道治所，唐代诗人杜
甫在这里留下了“阆州城南天
下稀”的千古名句。立足当下，

这座千年古城正在文化的浸润
中，借旅游散发出醉人的芬芳。

时光倒回至1998年9月，
当时阆中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内
环线拓宽改造的通知，要拆除
17条均位于古城核心保护区内
的古街；政府鼓励开发商来开
发，并且已经进行了滨江路的
拓宽改造，但这些改造破坏了
古城和嘉陵江水之间的关联。

如果不让开发商参与，资
金就没有了着落；保护资金不
到位，很多工作就难以开展。

转机从国家设立名城保护
专项资金开始。1997年，我国
设立了名城保护专项资金。由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会同原建
设部以及国家文物局，每年各
投1500万元用于名城中历史
文化街区风貌整治和基础设施
改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阆中也是该专项资金的受
益者。政府资金投入后带动了
私人投资，在街巷基础设施改
善上，阆中居民自己可以投资
修缮自己的房屋；同时，阆中在
古城保护和管理制度中规定，
给予居民修缮一定奖励补贴，
虽然不多，但调动了当地人修
建自己房屋的积极性。

修缮完成后，居民一方面
可以自己居住，另一方面也能
结合旅游的发展开展民宿或者
茶馆项目，增加个人收入。

“国家名城保护资金长期
资助形成了良性循环，引起了
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对于名
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风貌的保
护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张
广汉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张广
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
一份关于国家财政增加对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的资金
支持、助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的提案。

在这份提案中，他建议，
通过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带动

省级、市级财政配套资金，推
动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和
传统民居建筑维护修缮工作
的有序开展。通过专项资金，
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的安全性
和宜居性，维持当地生产生活
和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主要
资助建设内容包括：历史建筑
测绘建档、修缮、抗震加固；传
统民居建筑修缮外观、内部成
套化改造，每家每户增加独立
的厨房和卫生间，市政基础设
施入户改造；将空置的历史建
筑活化利用，增加公共服务设
施等。

数字科技再赋能
古今交融向未来

城乡的历史不只属于建筑
物，也属于人民。保护城乡的
文化，既要尊重它的过去、珍视
它的记忆，又要让每个人都有
机会去听见它回忆起往事时的
低吟。

扎西岗村是西藏自治区林
芝市的一个小村，有着2000多
年的历史。这里四季如画、林
海苍茫、雪山环绕，有着深厚又
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藏式特
色的工布传统民居，旋律高亢
嘹亮、节奏舒缓的工布牧歌，响
箭、赛马等充满民族特色和宗
教文化的民俗生活……

为了保护像扎西岗村这样
历史悠久、文化深远的小村庄，
传承和发扬西藏特色的历史文
化，西藏自治区住建厅持续致
力于发现、保护和发展传统村
落的工作，大力推进传统村落
的数字化保护传承。

西藏自治区住建厅村镇建
设处相关负责人德庆卓嘎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我们通过现代技术将村落
的风光古迹、历史文化、民俗生
活以全景漫游、三维实景、图
片、文字、音视频等各种数字化

形式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让
远在高山峡谷之外、向往西藏
高原圣土的人们能够身临其境
般漫游于村落之间，领略自然
风光、感受历史印记。”

数字博物馆的落地不仅让
更多的人接触到了扎西岗村的
传统文化，而且探索出了一条
以文化促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
之路。截至目前，扎西岗村拥
有家庭旅馆51家、销售土特产
农户30家、供游客租骑马匹60
余匹、租赁服饰农户10余家，
旅游业及相关产业收入达到
600余万元。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历史
遗迹在新技术的赋能下，有了
新的“打开方式”。

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
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科技展
馆，运河文化爱好者杜林驻足
于此，沉浸式体验运河古与今。

他的眼前有一幅电子长画
卷，画卷中，青绿山水的绘画风
格依次展现了八处通州盛景，
还原了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笔下
的通州运河山水意境；游客可
与画卷中的景物互动，寻找潜
藏在其中的大鸨鸟，从而触发
画卷中“文化宝藏”的显现。

“这种记忆是最立体和最
生动的，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
历史厚度和时间流淌。”在杜林
的身后，景区内的空气、土壤、
水质、病虫害等数据以可视化
水浪的形式展示，通过流动的
水粒子形态展示出大运河的变
化脉络。

北京甲板智慧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长霖向中国城市报
记者表示：“我们通过算法随机
调用图片库中的照片，对每一
片粒子浪花的影像信息进行置
换。水浪的形态则受到大运河
森林公园中实时数据的扰动影
响，通过粒子水浪对历史图片
的汇聚与流动，表达大运河历
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融
合’理念。”

据了解，（通州）大运河文
化旅游智慧化景区打造了北京
中轴线以东首个5A景区，建立
全方位的智慧管理系统和智慧
设施，提供虚实结合的游客游
览体验；同时，建立了全流程数
字化游客服务终端，深入发掘
大运河文化，通过多维立体的
数字运河游线来打造通州大运
河文化名片。

这些生动的案例都印证
了，当文化插上了“数字”的翅
膀，历史就穿越时空，向我们

“走”来。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

看到多远的未来。在新的起点
上，我们该如何为人类文明百
花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
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
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
坚定有力、指引未来。

近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成功申报2023年中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标志

着西藏自治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利用工作迈上新台阶，进入以点带面、连片保护、辐射带动的新阶

段。图为中国传统村落乃东区扎西曲登社区。 西藏自治区住建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