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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莆田市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建省莆田市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老城如何焕发新活力老城如何焕发新活力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时隔30年，福建省再添一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近日，中国政府网发布
《国务院关于同意将福建省莆
田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的批复》（下称《批复》），同意
将莆田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这是继福州市、泉州
市、漳州市、长汀县后，福建省
收获的第五座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

莆田市何以入列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莆田市在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方面有哪
些经验和举措值得其他城市
借鉴？莆田该如何把握这张
新名片，焕发城市文旅产业新
活力？

历史风貌保存相对完整
地域文化特色鲜明

“莆田独特而迷人的魅
力，来自于厚重历史、来自于
悠长文脉、来自于人杰地灵。”
莆田市委书记付朝阳在莆田
市日前举办的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专场新闻发布会上道出
了莆田市获批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的缘由。

莆田市位居福建省沿海
中部，古称兴化、莆阳，素有文
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自
南朝置县以来，迄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建制史，是福建
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妈祖文
化的发祥地、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节点城市，也是我国农耕治
海文明的代表和明清时期海
防体系的重要阵地，历史积淀
悠久绵长。

《批复》明确，莆田市历史
悠久、文化厚重，历史文化遗
存丰富，传统格局和历史风
貌保存较好，地域文化特色
鲜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
价值。

莆田是著名侨乡，而且历
史文化资源丰富。据统计，莆
田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1490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2处，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1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3个、
中国传统村落7个、省级历史
文化名村5个、省级传统村落
21 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2
片，已公布历史建筑599处、传
统风貌建筑1249处。

再加上，负山襟海、“七山
二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造就
了莆仙文化的独特魅力，也积
淀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
存，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星
罗棋布的古镇古村、传统多元

的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的非遗
文化，成为莆田申报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的独特优势和有力
支撑。

此外，莆田市还拥有以妈
祖信俗、莆田木雕、莆仙戏为
代表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404项，其中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项、
国家级10项。

因此，莆田市凭借其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存、良好的传统
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鲜明的
地域文化特色等优势，跻身于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

莆田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

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并非一蹴而就。

在莆田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莆田市
委副书记、市长林旭阳介绍，
自2018年启动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申报工作后，莆田市在统
筹推进、保护传承、活化利用
三方面重点发力，最终才得以
成为全国第 142座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

具体看来，申报期间，莆
田市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建
立由分管领导为总召集人的
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先后出台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管理
暂行规定等多部法规，比如
《莆田市湄洲岛保护管理条
例》《莆田市城市生态绿心保
护条例》等，提升了湄洲岛作

为妈祖文化核心传承地和城
市绿心作为兴化平原农耕治
海文明重要遗存的保护水平，
尤其注重在城市更新中防止
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莆
田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也已纳入2023年度立法计划
调研项目，还通过设立专项资
金，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引导
公众共同参与。据悉，近五
年，莆田市累计投入名城保护
有关资金逾5.5亿元，上级文
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4762万
元，发动民间力量自筹文物保
护资金8000多万元。

同时，莆田市在福建省率
先开展全域全要素普查认定
保护、率先公布传统风貌建
筑、率先探索划定历史地段，
对古街古厝古村落、古渡古桥
古荔枝树进行系统保护，因地
制宜、修旧如旧，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扎实做好抢救性、整体
性、生产性、生活性保护，培育
了一批非遗传承人，建设了一
批非遗传习基地，打造了一批
精品非遗项目。值得一提的
是，当地还建立了《莆田市城
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稳步推进木兰溪流域考古调
查研究工作，搭建莆田市历史
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电子系统
平台，基本形成全市历史文化
遗产“一张图”。

此外，莆田市还通过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文城
融合让文化空间拓展开来，盘
活利用老民居等历史建筑，使
高品质的现代生活与浓郁乡

愁的老城风情相融合，以文产
融合让文化价值释放出来，让
高雅艺术走入寻常百姓家。
据了解，早从2021年起，莆田
市利用福建省传统村落建筑
海峡租养平台，已完成近30个
村庄的相关建筑上线，通过轻
租重修、以用为养，为老屋注
入新生命。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
事长、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
家柏文喜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诸如成立名
城申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名
城保护规划、加强历史建筑保
护等经验和举措值得其他城
市借鉴。

成功获批是新起点
将续写新故事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沉
甸甸的国字号“金字招牌”、是
荣誉，更是责任。

战略学者解筱文在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莆田市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对于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和影响，将有助于提
升莆田市的整体竞争力，促进
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这一荣誉是对莆田市历史文
化的肯定和保护，将有助于提
升莆田市的知名度和文化地
位，这也意味着莆田市将获得
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保护和
传承其丰富的历史文化。

面对这项来之不易的国
字号“金字招牌”，莆田该如何

把握机遇以此焕发城市文旅
产业新活力？

付朝阳透露，下一步，莆
田将以申报成功为新起点，认
真总结申报经验，逐字逐句学
习贯彻国务院批复文件精神，
逐段逐项将批复要求转化成
工作任务和项目清单，对全市
所有文保单位、所有文化村
落、所有古树名木等全部建档
立卡、一档一策，以更高的站
位、更大的格局、更浓的情怀、
更实的举措，全力抓好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解筱文建议，莆田市可以
充分挖掘和利用其丰富的工
艺美术、鞋业、医疗、美食、啤
酒等地域特有产业，让各行各
业融入旅游，形成联动效应，
例如借助妈祖文化、莆仙戏曲
等文化优势，开展相关的文化
旅游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
继续讲好莆田故事，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打造一批莆田优质
文旅名片，持续打响“清新福
建·妈祖圣地·美丽莆田”等品
牌，依托莆田的文旅资源禀赋
和区位交通优势，强化乡村特
色文旅资源挖掘利用，进一步
推动文旅产业发展；按照文旅
经济发展新理念，从空间和产
业方向谋划布局文旅经济新
路径，做大龙头文旅品牌，如
做大做强木兰溪品牌和妈祖
文化品牌，并积极打造文旅景
观带，同时应抓住福建省委、
省政府大力推进福建1号滨海
风景道建设机遇，打造滨海休
闲旅游带。

“五星出东方”国际美术大展
亮相北京展览馆

近日，由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主办的《五星出东方》国际美术大展在

北京展览馆展出。

该展览以“五星出东方”为题，汇聚

了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漆画、雕塑、

装置等14个门类的3000余件（幅）艺术

作品。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