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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诸葛村“人人都是股东 人人都是文保员”

古村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和谐共生
张竞聪 李 慧

诸葛村上塘古商业街诸葛村上塘古商业街

（本版图片由兰溪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科学性和落地性始终是诸葛村文物保
护利用的准绳。

《诸葛村保护规划》是全国第一个以村
落整体保护为主导思路的重点文物保护规
划，这一规划凝结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已
故教授陈志华的心血和付出。

从1991年开始连续20多年，陈志华教
授每年至少要到诸葛村一趟，并带领团队
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栋古建筑。在明确了

“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思路后，村里的
每一幢古建筑都实现了挂牌保护，科学划
定了保护范围。

目前，该村有国保级重要建筑 159 处，
构筑物与遗址4处，总建筑面积62110平方
米，已全部列入保护。

诸葛村明白，只有增强全民保护意识，
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发展古村。“古建筑是祖
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后辈一定要完
整地保护好。”兰溪诸葛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诸葛坤亨说。

在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下，诸葛村全体
村民共同参与，实现文物保护从“村”向

“民”延伸。

文物毁坏处罚措施被写进《村规民
约》，《文物保护法》《旅游管理案例》等内容
被制成挂历、宣传册，分发到每家每户。每
一位居住在古建筑内的村民都签订了保护
责任书，“人人都是文保员”成为村民们白
纸黑字的庄严承诺。

依靠村里老工匠的“传帮带”，诸葛村
还成立了自己的古建筑修缮公司，对古村
落建筑进行常态化保护修缮。公司负责人
冯水根说：“我们都是诸葛村人，年年修古
建筑，都已经修出感情了。”

修缮队收购了大量旧砖瓦、旧石材、旧
木料、雕花构件用于古建筑维修，达到修旧
如旧的效果。截至目前，累计抢修古建筑6
万多平方米、维修道路 3 万多米，古巷古道
得到修复。2020 年，诸葛村成功入选全国
首批预防性保护项目试点单位，系全国唯一
古村落类型入选项目。

数字化时代，诸葛村推行“人工监管”
向“智能监管”转变，以数字化管理手段，倒
逼古建保护治理工作再提升。

针对古建筑分布散、隐患多等监管难
题，诸葛村将村内 159 处古建筑传上“云

端”，搭建运行文物保护的“元宇宙”——不
可移动文物智能预警“一张图”监管平台。
在平台内，工作人员可以实时调取查看文
保单位视频监控，一旦文物出现危险，平台
还能自动报警。

“收到短信，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处置。”诸葛村党员巡逻队队员诸葛品彪
说，文保员会查看设备和摄像头传来的数
据信息，并根据现场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这些信息也会同步发送至公安等相关部
门，实现各部门协同处理。

自系统运行以来，累计发出监测预警
信息 1000 余条，巡查效率提升 50%，安全
隐患下降60%。

在“人人都是文保员”的模式下，诸葛
村文物保护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守住“看
得见的乡愁”。20年间，诸葛村累计投入古
村修缮保护经费超1.6亿元。

保护：家园人人守护

如何让古村落保护利用的成果惠及每一位村民，不断提
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诸葛村用经营模式的创新作出
了回答。

在诸葛村，村民同时也是“村企”融合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的股东。这得益于诸葛村创新的“文保所指导—村委会
统筹—村民入股—交投集团运营”的古村经营模式，乡村资
源转化为公司资本、村民转化为公司股东。

从 2003 年开始，诸葛村推行“一户一策”，村民享受易
地建房政策后，其老房子由村集体统一收储经营，经过修缮
队维修，融入诸葛后裔祭祖、中药体验等传统活动，适度引
入民宿旅游、研学体验等新业态。仍然住在老房子的村民，
则将老宅的一部分当作店面，销售自家土特产及旅游纪念
品。

“人人都是股东”的互利双赢共同体，有效盘活了古建
筑、农田等闲置资产，优化配套设施及综合运营，实现了股
金、租金、薪金、现金“四金共生”，每年仅房屋租金一项就可
为村里带来超过200万元的收入。

针对缺资金、缺技术、缺文化或者有技能不便外出的农
户，由村两委每年安排资金 500 余万元，提供岗位 120 余个，
实现农户家门口就业。优化调整上塘古商业街，鼓励村民回
乡创业，开设农副产品、旅游商品店铺 40 余家，餐饮店 20 余
家。2021 年，直接带动全村 400 余人及周边地区 3000 余人
在家就业创业，周边村落集体经济每年增收40万元以上。

通过入股分红，诸葛村每年从门票收入中拿出部分用于
村民福利的发放，村民可以免费享受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
险、人身意外保险、奖学金等福利待遇。

因为年龄超过了 60 岁，村民诸葛仪每个月都能从村里
领到 300 多元的生活补贴。“村子越来越热闹，我们的生活也
越来越好。”诸葛仪说。

据统计，诸葛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03 年的 260 万元增
至 2022 年的 2500 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03 年的 3500
元提至2022年的58666元。

在“人人都是股东，人人都是文保员”古村落保护开发模
式下，人人都能成为受益者。青砖、灰瓦、马头墙，纵横的巷
道见证了诸葛村一路走来的变迁。古村保护与文旅产业开
发共生、村民与村落共存，诸葛村带领村民在古村落保护发
展中走向新时代美好生活。

共富：
“村企”融合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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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巷、古祠堂、古民居以及传统文
化在保护中焕发新的生机，诸葛村也

让它们成为致富的钥匙。
推动村庄向景区转变，诸葛

村编制《诸葛村休闲观光农业
总体规划》，围绕 7 个板块，对

入口景观服务区、中药保健游憩区、庙宇观
光养生区、乡村休闲度假区、西线古村游览
区和外围景观林营建区进行整体提升。

千百年文脉流传，让诸葛村拥有丰厚
的文化底蕴，诸葛后人也试图将这些文化
转化成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向引力。
20 多年来，诸葛村赓续中医药、商业、三国

等文化，潜心收集历史文化资料和物
件，创办了乡土文化馆、农耕文化

馆、廉政文化馆、中药文化馆等，编
写完成50万字的《诸葛村志》。

游客走进诸葛村，除了能
亲身感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婺州传统民居营
造技艺和每年举行一到
两次的诸葛后裔祭祖，还
可以领略孔明锁制作、诸

葛中医药文化等 10 多项
被列入省市级非遗的传统

工艺。
“我从小就是诸葛亮的粉

丝。”来自上海的游客胡麟豪说，“这里让我
对诸葛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文化基因被注入诸葛古村的开发利
用，打造出越来越多的文旅 IP。以诸葛智
圣文化、三国文化为主题的羽毛扇、孔明
锁，远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年产值达
400 万元。2018 年，诸葛村被评为全国中
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每年有超过 8
万名学生来到诸葛村，参与诸葛亮《诫子
书》诵读的研学活动，为诸葛村带来 500 万
元的营收额。

除此之外，诸葛村还利用现有资源条
件，不断推动业态延伸。依托“九宫八卦”
的建筑布局，引入昱栈、义生昌、梵尘、淡明
轩为代表的高档古建筑转型民宿，因地制
宜培育“民宿+文创、民宿+农产品、民宿+
美食、民宿+康养”等新型业态。

通过拓展市场，诸葛村旅游门票收入
从 2003 年的 200 万元跃升至 2022 年的超
2000 万元，年旅游综合收入达 1.95 亿元，
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60多万人次。

发展：打造场景活化业态

11月4日，兰江畔秋风送爽，一场理论研讨会正在兰溪市兰湖报告厅如火如荼地展开。

围绕“溯源新思想·诸葛文保做法与乡村共同富裕”主题，各级干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以及其他相关与会者开展了研讨，深入总结诸

葛文物保护利用做法，为传统文化与乡村共同富裕相结合的未来发展路径建言献策。

作为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诸葛村内共有300余座保存完好、极富江南特色的元明清古建筑，是国内较早探索古村落保护

开发的村落之一，不仅被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还是整村保护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立足村庄实际，诸葛村成功开创了“人人都是股东，人人都是文保员”古村落保护利用做法，带动影响全市古城古镇古村的保护、

利用和发展。“诸葛古村落保护利用促共富模式”获得省政府正向督查激励肯定。

数十年如一日，诸葛村坚持保护引领，在创新探索中解锁“共富密码”，传统村落实现美丽蝶变。

诸葛村推出的主题夜游活动诸葛村推出的主题夜游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吸引众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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