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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十周年座谈会

从古到今向未来从古到今向未来““浙浙””里古村再出发里古村再出发
朱 言 汪佑福 余 峥

(本版图片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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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通过实施历史文化（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项目，一批破旧损毁
的古建筑得到修缮保护，礼义廉耻、诚
实守信、孝亲敬老等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得到传承弘扬，特别是不少地方依
托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探索“保护促
利用、利用强保护”的有效实现形式，
有力推进“两进两回”，保护了古建古
村，发展了乡村产业，实现了村强民
富，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传统）村落
重新换发了生机活力，也涌现出各具
特色的保护利用典型模式。

古建活化模式——
发挥优雅的传统建筑资源，通过

修缮与整治建筑风貌、改造更新建筑
功能、植入多元业态，提升古建利用
效益，形成“以用促保”的建设模式。

山水养心模式——
依托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通过

保持与维护村落自然格局、改善与协
调村落风貌肌理，提升自然环境品
质，构建“山水村筑”融合的人居系
统。

民俗传承模式——
挖掘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通过

保护、传承及活化各类文化遗产要
素，彰显村落民俗风情特色，创新“融
陈拓新”的民俗传承路径。

红色寻根模式——
依托丰富的红色革命遗迹，深

挖、传承革命精神，培根铸魂、红色赓
续、特色引领，促进村落“四治融合”，
探索“红绿结合”的示范模式。

艺术赋能模式——
立足浓郁的文化艺术禀赋，实施

艺术人才与活动的内培外引，激活艺
术特质，解码文艺基因，培育、发展村
落文化艺术产业，形成“艺术乡建”的
有效模式。

文化深耕模式——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挖掘

宗族、非遗等文化资源，结合古建修
缮、旅游项目，开展多维多样的展示与
宣传，营造“古今融合”的文化氛围。

品牌牵引模式——
借助多元的社会资源力量，推进

“内化外引”机制，打造精品民宿、主
题研学、农旅体验等具有辨识度的新
兴业态，突显品牌牵引作用，构建“浙
里风韵”乡村品牌。

产城融合模式——
发挥独特的在地产业优势，持续

推进“两进两回”，盘活乡村资产，吸
引社会资本，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形
成“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

校村共建模式——
发挥学术资源与人才优势，建立

村落保护利用战略合作机制，巧用科
研院所智库智力支持，开展常态化在
地指导，形成“校村协作”的共建模式。

片区联动模式——
发挥相邻村庄区位优势和差异

化资源条件，优化公共服务和配套设
施，推进项目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
促的村落集群发展，扩大“互利共赢”
的联动机制。

文成县武阳村

9月9日，以“从古到今向未来，‘浙’里古村再出发”为主题的浙江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十周年座谈会在桐庐县举行。会议

全面回顾了十年来我省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成效，总结提炼了各地的典型经验和创新做法，共同探讨在“两个先行”背景下浙

江历史文化（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向、新思路。会上，顾益康、温铁军、杨贵庆等发表了主旨演讲，专家学者和县镇代表，围绕会议主

题，发起了一场小型圆桌分享会。

2012 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全省域
范围启动实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
工作。十年来，全省上下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构建了合力推
进的组织架构、完善了科学规范的工
作体系。截至目前，共实施了 10 批次
432 个重点村、2105 个一般村项目，
省级财政累计投入 34 亿元，带动各级
和社会资本投入 130 多亿元，保护了
古韵古风的历史建筑，彰显了内外兼
修的古村气质，探索了村强民富的发

展之路。
十年来，浙江始终把历史文化村

落保护利用工作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抓手和主要载体，持续抓好
这项德政工程、文化工程和民生工程，
推动历史文化村落成为浙江美丽乡村
的金名片、乡风文明的主阵地、农民增
收致富的新引擎。

十年来，浙江按照“建设有方向、
实施有计划、政策有实招、推进有力
度”的要求，形成了调查建库、申报审

核、规划编制、有序建设、评估督导、绩
效评估等一整套全流程、规范化工作
体系。

十年来，浙江既抓好古建筑修缮修
复，又抓好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实现
了“保护促利用、利用强保护”的良性循
环，赢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赞誉。

十年来，浙江在抓好项目建设的
同时，不断探索文化挖掘、村庄经营、
连片打造等发展举措，有效丰富了文
化内涵，提升了村集体造血和村民增
收致富能力。

当前浙江已经进入以“千村向未
来、万村奔共富”为重点的“千万工程”
新阶段，在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两
个先行”的背景下，省农业农村厅党组
提出“两个同步”。如何用好历史文化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成果，打造新阶
段浙江乡村建设新亮点，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新课题、新使命。

要处理好保与用的关系，实现保
护利用良性循环。在保护中利用，在
利用中保护，形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的良性发展格局。

要处理好建与管的关系，做到项
目实施科学规范。全面把握好规划、
建设、管理、评价各环节，确保项目实
施科学规范。

要处理好形与神的关系，力争物
质精神的协调兼顾。不仅要美化古村
形态，更要丰富古村内涵，既塑形，又
铸魂，做到内外兼修、形神兼备。

要处理好同与异的关系，营造美

美与共的发展导向。既要项目规范一
致、建设标准一致，又要鼓励个性化、
特色化、在地化，做到抓规范和显特色
统一。

要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形成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坚持党建统
领，合力推进，形成党政高度重视、部
门协同配合、社会广泛参与、村民积极
主动的良好工作氛围。

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
作，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
工程，是一项造福农民、美化乡村的民
生工程，是一项等不起、慢不得的抢救
性工程，也是一项资金整合、资源统筹

的廉政工程。需要全社会同频共振、
同向发力，把历史文化（传统）村落这
一耀眼明珠擦得更亮。

顾益康

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应遵循历史形、现代芯，也
就是外面看看五百年、里面住
住五星级；要硬装修旧如旧，软

装修缮一新。房屋建筑、街路布局是
历史遗存，修旧如旧；村庄绿化、庭院环境是生态景观，活色
生香。历史文化（传统）村落未来生产方式应该是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路。大力发展精
品化地标农产品，发展农旅文结合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业、研学经济、民宿农家乐美丽经济、露营经济、康养产业、
乡愁产业。未来的生活方式应该是能够结合乡村生活优点
和城市生活优点，创造城乡融合的新生活方式，也就是理想
中的富丽乡村。

温铁军

面 对 一 系 列 历 史 性 挑
战的新阶段，乡村振兴的方
向要与城乡融合相结合，大
力 发 展 以 乡 村 为 主 阵 地 的

新 兴 产 业 ，让 更 多 的 人 到 乡 村
去。那么如何以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呢？我们应该推
动“六产融合”来促进乡村振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一二
三产之外，还有第四、第五、第六产业。第四产业是人追
求生命价值实现的生命产业，第五产业是集劳动教育、
自然教育一体的教育产业，第六产业是把历史文化留住
的历史产业。以“六产融合”发展来满足现代人的生命
价值追求，在回归大自然、与自然紧密结合中，彰显人的
生命价值。

杨贵庆

要 统 一 好 历 史 性 和 当
代 性 ，连 接 好 传 统 和 现
代 。 不 是 古 的 、老 的 就 是
旧的、破的；不是文物式的

保护，而是要“活着”的，活态的。
乡 村 聚 落 的 物 质 环 境 有 丰 富 的 内 涵 ，承 载 了 民 俗 和 历
史，是不可替代的文化瑰宝，我们要通过中华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村落的发展，要在拆和
建之间找到历史法则，想出一种和过去的空间关系相适
应的新的生产社会关系，使古村落真正地活下来，这里
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和政策空间、实战空间，要更好地保
护传承好历史文化（传统）村落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和
未来价值。

余振波
我认为下一步浙江历史文化（传

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要围绕六个字
做文章：一定位。没有历史文化村落
的 活 化 ，那 这 个 村 就 没 有 灵 魂 。 所
以，找到魂就是把握住了定位。二赋
能。要挖掘好它的传说故事，传承好
村 落 的 历 史 根 脉 ，以 此 教 育 引 导 村

民，感染感召游客，更好发挥文化在
乡村中的作用。三创业。要把这些
历史文化的元素业态化、产业化，把
产业活化、业态多样化，吸引更多人
到农村来。

徐云松
历 史 文 化（传 统）村 落 保 护 利

用 ，不 仅 要 关 注 村 民 对 幸 福 生 活 的
诉 求 ，从 硬 件 和 软 件 两 方 面 动 脑 筋
提 高 村 民 的 品 质 生 活 ，而 且 要 充 分
发挥他们在乡村文化传承中作为传
承者和传播者的作用。可以探索在
历史文化村落中设立“文化管家”或

“文化大使”，把文化概念通过平台
或 载 体 的 形 式 传 递 下 去 ，做 好 文 化
底 蕴 的 活 化 延 续 ，让 游 客 体 验 到 生
活化、生态化、主题化和沉浸化的旅
游体验。

丁继军
我觉得这项工作我省起步早、方

向准、措施实，成效明显，主要体现在
三个先行：一是理念先行。2003 年就
提出要对有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和
山水风光进行保护、整治和科学合理
开 发 利 用 ，指 引 我 们 一 步 步 走 到 今
天。二是保护先行。和其他省份相
比，浙江的组织架构、工作体系科学
规范，要素保障有力有效，所以保护
利用工作也走在全国前列。三是模
式先行。会上展示的十大模式都很
好，我觉得“校村共建模式”可以更有
作为。

张树旗
充分挖掘舟山花鸟岛的历史文化

资源，推进生态、生产、生活“三生”融

合。坚持“百年灯塔、花鸟艺术”主题定
位，鼓励吸引艺术家到岛上创作。在每
日严控登岛游客前提下，首创定制旅
游。在花鸟岛开发项目上，把保护生态
放在首位，就地取材、废物循环化利用
和贴近自然、适度开发。同时，着力盘
活闲置农房，提供创业就业岗位，增加
村集体和村民收入，让村民在花鸟岛开
发中有更大的获得感、幸福感。

潘其君
桐庐江南古村落由5个村组成，有

16 万平方米的古建筑群，按照“连片打
造古村落”的思路，做到三个结合：一
是整体规划和个性发展结合，既有总
的目标，确保五个村整体性开发，又注
重个性化发展。二是统筹推进与村民
自治结合，2013 年成立管委会，对规
划、环境建设牵头抓总，明确环境卫生

由村民自己做。三是保护修缮和开发
利用相结合。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理念，对古建筑修缮的同
时，引进多种业态，让古村重新焕发生
机活力。

余学兵
2013 年 以 来, 联 众 集 团 通 过 规

划设计、施工指导、业态植入、整体
开发等多种方式，投入资金 2 亿元，
介入松阳县陈家铺村、莲都区下南山
村等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通过
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实现了历史文化
村落可持续性发展。比如,对下南山
村、源头里村进行整体保护利用,将
其开发成历史文化村落景区和酒店,
打造乡村综合体和微型经济生态圈,
实 现 了 村 民 、集 体 、企 业 多 赢 的 效
果。

当下我省已进入了“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的新阶段，在这一轮发展中，历史文化村落的新机遇、新挑战、新思路是什么？
以下是圆桌会精彩观点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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