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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农业部等部门日前公布2015年列入中央财政
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我市有9个中国传统村落入围，分别是宝丰县大
营镇白石坡村、大营村，宝丰县商酒务镇北张庄村，鲁山县瓦屋镇李老庄村，郏县
茨芭镇齐村、山头赵村，郏县姚庄回族乡小张庄村，郏县冢头镇北街村、西寨村。

■ 下期话题预告

保护传统村落 留住那抹乡愁

编辑絮语

背
景

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日前联合印发通
知，合力引导广场舞健康开展。

通知指出，广场舞是深受广大
群众喜爱的文化体育活动，但广场
舞活动场地和设施结构性欠缺、噪
声扰民、引导扶持和管理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利于广场舞
活动的健康发展。通知要求，为基
层群众就近方便地提供广场舞活动
场地，将广场舞活动纳入基层社会
治理体系，建立由政府牵头、相关部
门依法管理、场地管理单位配合、社
区及相关社会组织等广泛参与的管
理机制。

下期话题：广场舞纳入社会治
理体系。欢迎参与讨论。

书面来稿请寄本报专副刊部。
电 子 信 箱 ：baixinghuati@qq.

com，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
字样，也可登录《鹰城网事》论坛“百
姓话题”板块或加入“读者之声”
QQ 群（322625303）讨论，截稿日期
为9月24日。 （刘思鸣）

广场舞
纳入社会治理体系

什么是传统村落？传统村落，首先
是村落，要保持村落的特点，既要有良
好的生态环境和合理的村落布局，也要
有完善的配套服务。然后是传统，传统
是沉积在山水农家之间的历史文化，是
历代传承的文脉，也是发展的原动力。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
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已经或者濒临消
亡，有关保护与发展问题需要我们深刻
反思。

让 村 落“ 留 住 人 、有 资 金 、惠 生
活”。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建设，确保年轻人愿意留在村里；因地
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确保年轻人能够留
在村里。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传统村
落的保护发展，多渠道筹措保护发展资
金，建立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协同保
护发展机制。同时，尽量避免和减少对
原住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注重村民生

产生活的真实性。
让 传 统“ 有 专 家 、能 共 融 、靠 自

觉”。传统要求我们重视文化。遗产背
后更需要专家教授，原貌就是最好的保
护。从“文化生态保护”的高度出发，有
关修复文化生态系统、转化发展文化资
源、发展传统手工艺等综合性措施，更
加强调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的共融，传
统文化与时代价值的承接。在此基础
上，依靠全民的文化自觉，尤其是村民
自身对村落传统文化的认同，实现传统
文化的良性持续发展。

日前公布的 2015 年列入中央财政
支持范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中，我市
有 9 个中国传统村落入围。以此为契
机，合理利用中央专项补助资金，制定
科学的政策与措施，把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落到实处。

（墨墨）

保护发展正逢时

传承发展中融入现代乡村美

张军停 （郏县李口镇）
保护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保护的

途径。新农村建设不能把传统村落推
倒重来，而是在保持村落格局、风貌不
变的前提下，对古建筑、古民居进行抢
救性修缮，让历史文化得以传承和发
展；其他建筑应按照保护规划，根据现
代生活的需要，注重传统村落的环境卫
生整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村落
自然地理环境的保护与整治，因地制宜
地发展农家乐旅游、生态旅游和家庭手
工业，培育企业、集体加农户的农村特
色产业，赋予传统村落新的活力。

要坚持适度有序。发展旅游、休闲
度假等是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重要途
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发展成教育基
地、研究基地、文化艺术场所、现代农业
基地等也是很好的方式，但核心是尊重
村民意愿。传统民居等建筑形态上不
要动，但内部可以完善生活功能，在不
破坏整村布局的前提下，对村内道路进
行修缮、完善供水、污水处理等设施。

既延续传统风貌，又让原住村民享受到
卫生、舒适、方便的现代化生活。与村
民一起讨论保护方式，改进村落基础设
施、完善公共服务、提高生产生活品
质。只有让村民参与进来才能让乡村
之美更有实效。让村民有幸福感和归
属感，让农村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
而是可以寄托乡愁的故园。

注意避免过度商业化

李富彬 （西南科技大学）
在传统村落发展中应该坚持底线

意识。注重文化遗产存在的真实性，杜
绝无中生有、照搬照抄；注重文化遗产
形态的真实性，避免填塘、拉直道路等
改变历史格局和风貌的行为，禁止没有
依据的重建和仿制；注重村民生产生活
的真实性，严禁以保护利用为由将村民
全部迁出。

有些村落明显看得出来名为“保护
发展”，实则进行“商业开发”。把传统
村落的价值直接等同于经济价值，片面
发展经济，而忽视了传统村落价值的保
护，这样虽然有资金的介入，却是好心

办坏事。所以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
要注意避免过度商业化。

结合实际 创新理念

翟红果 （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我市这 9 个传统村落是宝贵的文

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是村落遗迹中璀璨
的明珠。它们的魅力不仅仅是有形的
民居建筑。作为载体，它们的内涵虽然
各有侧重，但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集中反映了我市不同地域独具特
色的历史文化与民俗传统。

保护传统村落，需要结合实际，不
断创新理念。一是加强立法，制定保护
条例。依法引导、规范村落保护和发
展，确保保护工作科学有序。二是客
观、完整记录村落的现状和文化，留存
宝贵的文化财富。三是应保尽保。这
应作为保护工作的首要原则。对不同
的村落甚至单体资源和地上、地下的遗
存要进行不同保护。四是尊重传统村
落的风貌、建筑格局，保留村落原生
态。要关注周边的一河一岸、一坡一
路、一石一木，把村落保护和整体风貌
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五是将保护和发
展联系起来，实施积极的保护措施，满
足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处理好新旧关系，坚持用历史的眼光看
待历史的产物，尊重历史，在继承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让老百姓成为传统
村落保护的支持者和受益者。

传统村落重在保护

温金洲 （湛河区曹镇乡）
根据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

中心的调查，近年来，长江流域、黄河流
域等地颇具历史、民族、地域和建筑文
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数量正以“平均约 3
天 1 个”的速度快速消亡。这些村子为
何消亡得如此之快？原因是多方面
的。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许多村落被空置甚至遭遗弃；另一方面
随着交通、信息网络的改善等，加剧了
外部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延续几千年
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面临消亡的危
险。另外，有些地方过度聚焦经济发
展、西方文明及城市形态和文化，把城
镇化的概念偷换成了“拆农村房子”，加
速了这些村子的消亡。

保护好传统村落，一要制止开发商
或旅游公司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对传统
村落过度开发，搞大拆大建，摆假古董，
塞洋配件，把原本好端端的古建筑群弄
成土不土、洋不洋的“四不像”。二要加
大宣传力度，增强村民对传统村落的保
护意识，积极采取保护措施，保持传统
村落的原始风貌；挖掘历史文化内涵，

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三要结合
传统村落的保护，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
辟文化游、乡村游线路，一则可使市民
领略乡村古宅建筑之美，二则村民既可
看到其价值，也能享受到保护传承之成
果。

必须重视村民参与

户天薇 （西南科技大学）
政府对传统村落的重视以及引导

固然能形成一道有力的保护层，然而日
常维护的重任却在当地村民身上。如
果村民没有文物保护意识，将古建筑随
意拆建，那么政府和专家的保护就沦为
一纸空谈。在福建南平武夷山，那里遗
留着大量自宋代以来的古建筑，但由于
当地村民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对古建筑
大拆大建，尽管当地政府和专家教授多
番劝说，但依然收效甚微，以致最后保
护项目不得不放弃。

此为前车之鉴。保护传统村落，
应该重视当地村民对古村落的态度。
首先要大力宣传保护传统村落的意
义，通过多种形式来让村民认同传统
村落的独特性，增强他们的文物保护
意识及文化自信。但仅仅依赖文化宣
讲并不够。当地村民拆建古建筑的重
要原因就是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因
此，还要帮助村民合理“重建”，在保持
房子原状的情况下，将现代文明跟古
建筑融合，从而改善老房子的居住条
件。最后，应助力传统村落新发展，帮
助当地村民开辟致富途径。让这些传
统村落的居民也能享受到现代社会的
种种福利。

多措并举加大保护力度

崔应红 （鲁山县董周九小）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古

国，我国各地遍布着不同历史时期和不
同地域、不同民族所形成的传统村落，
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信息，是我国历史文
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
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第一，各级政府要加大对传统村落
保护的资金支持力度，将传统村落保护
资金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资
金。有了资金上的支持，才能把传统村
落保护工作做好，做扎实，不至于让传
统村落的保护只停留在文件上。第二，
在切实加强传统村落风貌、风俗、风物
保护的基础上，加强村落活态保护，保
护其风土人情、生活气息、宗教习俗等
活态文化，真正实现传统村落“见人、见
物、见生活”。第三，对村落历史、建筑
风貌、营造技艺，特别是对民居样态、民

众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等进行深入
挖掘、整理、研究。同时，通过查找家
谱、族谱等积极寻访村中老人，还原本
土文化记忆，全面建立村落活态文化资
料库。留存村落记忆，增强传统村落凝
聚力。第四，在保护的同时，做好传统
村落的发展。通过发展文化、旅游、特
色农业等产业，提高老百姓收入，改善
老百姓生活。

建立行之有效的保护体系

邱利刚 （湛河区马庄街道）
保护与发展传统村落要不断建立

完善传统村落名录，制定管理制度、政
策措施和技术支撑体系，培养保护发展
人才队伍，开展宣传教育。建立传统村
落文化资源保护领导小组，实行保护责
任追究制，将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纳
入政绩考核。通过土地、房屋产权的置
换或租赁等方式，鼓励、吸纳多种资本
参与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双赢新路。加
强政府主导，明确职责和义务，实行分
类保护与分级管理。传统村落保护必
须有法可依，应加强国家立法，并使监
督与执法紧密结合起来。

相关责任单位要多措并举、因地制
宜，统筹完善传统村落综合性保护体
系，建立起一套严格的行之有效的科学
保护体系，才能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和
传承。

近日，杭州市萧山区一名痉挛症
患儿入院治疗，医院却没有这种病最
有效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患
者母亲无奈通过网络四处求药仍难寻
踪影。作为治疗婴儿痉挛症的特效药
甚至说是“救命药”，注射用促皮质素
一盒不到 8 元钱，但关键时刻短缺，令
人唏嘘。

长期以来，“廉价药难买”早就成
为患者忧心的老问题。此前，由于很
多药采用政府指导价，廉价药相对利
润低，使得一些药企不愿生产，经销
商、医院也不待见。廉价药缺席、高价
药补位，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加重

“看病贵”；而像婴儿痉挛症的“救命

药”促皮质素、甲亢特效药甲巯咪唑、
心脏外科鱼精蛋白等针对某些特殊病
症的特效廉价药，其短缺或将直接威
胁患者健康甚至性命。为此，如何保
证廉价药特别是廉价“救命药”常态化
供应，绝不是小事。

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解决廉价药问题。去年5月，国家发改
委宣布取消 283 种低价西药和 250 种
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限价。八部委
还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
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从药品原料生
产、价格管理、采购供应、药品储备等
方面健全保障政策。到今年6月，我国
绝大部分药品已取消政府定价，药品

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不过，廉价“救命药”的短缺并未

根除，市场“无形之手”或许能够解决
大量廉价药问题，但难以彻底解决廉
价“救命药”的问题，杭州萧山婴儿痉
挛症患者的遭遇就是明证。对于这种
廉价“救命药”，尽管放开了政府限价，
但其价格再涨也不可能太离谱，由于
社会使用量太小，仍然激不起药企的
生产热情，这正是放开限价后廉价“救
命药”仍然短缺的根本原因。

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补位。此时，
就该是政府“有形之手”出手的时候
了。进一步完善药品收储制度，形成
有效的“托底”效应，才能造福患者。

欧甸丘 吕梦琦

以“有形之手”托起患者希望

近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再引争
议。有学生发帖称学堂宿舍面积大、带
阳台、配电视，比普通研究生宿舍“豪
华”，并晒出对比图以表达不满。（9月17
日法制晚报）

学生宿舍条件存在差异的现象，在
不少大学都存在。比如不少大学就是根
据住宿费的高低来安排宿舍。这种制度
设计表面上是满足了多样化的需求，但
也确实无形之中制造了一种不平等，造
成了学生群体之间的对立。从教育公平
的角度来讲，很显然这是不该出现的一
种现象。

但是对于燕京学堂宿舍，我们似乎

更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那就是
燕京学堂的国际化背景。作为北大的教
改项目，燕京学堂主要面向海外学子，对
待这些国际友人，给予适当的照顾，这当
然也是我们的传统和习惯做法。国内不
少大学的留学生宿舍住宿条件都要比国
内学生优越一些。从这个角度看，燕京
学堂的研究生住宿条件好一些似乎算不
上什么问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
安。四人床与单人床，逼仄的空间与
宽敞的空间，同为北大的研究生，可享
受的住宿条件却差异如此之大，难怪
北大本校的研究生会如此不淡定了。

客观而言，北大本校研究生的质疑，其
实不是说燕京学堂的宿舍有多豪华，
而是对自己住宿条件的吐槽，同时也
是对自身权利的一种争取。从某种意
义上讲，不是燕京学堂的宿舍条件好，
而是差别太大，所以才引起如此大的
争议。

换一个角度来说，北大本校研究生
的质疑也不无道理。燕京学堂有国际化
之名，可毕竟还是北大的一个学院。国
内学生也好，留学生也好，如今这种差别
化对待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有些过时。更
何况以北大的名气，根本不用担心生源
的问题。北大为办好燕京学堂，改善学

生宿舍条件的努力有目共睹，但是这些
只是办好燕京学堂的硬件条件。如果学
术研究搞不上去，学生素质不过硬，这些
硬件条件很可能就会变成燕京学堂的软
肋。

囿于学校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每所
大学都做到住宿条件一视同仁。但总体
而言，不能群体之间差别太大。尽管都
是北大的孩子，燕京学堂似乎更像被家
长宠爱的那个。被宠爱的孩子好吃好穿
好住，可能否成才，恐怕还得看长大以后
如何。对于北大本校研究生而言，比宿
舍是比不过了，那只能比谁更有研究生
的水平了。

徐 刚

北大研究生比的应该是学问而不是宿舍

长久以来，“体制内”就业牢牢
地与“稳定”一词联系在一起，也因
此成为众多年轻人竞相追求一份体
制内工作的原因。然而近些年来，
体制内外就业的区别似乎正在一步
步变小。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
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问卷网对
2002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1.7%
的受访者认为只要适合自己，无所
谓体制。（9月14日中国青年报）

过半年轻受访者认为，只要适
合自己，无所谓体制。这样的一个
调查结果，与前些年所见到的动辄

“最热”的国考，以及年轻人“死也要
死在体制里”之类的哀号联系在一
起，让人颇受触动。它让人隐约看
到了“体制脱魅”的影子。

长期以来，体制一直有着巨大
的 诱 惑 力 ，让 无 数 年 轻 人 竞 相 折
腰。就本意而言，体制指的只是一
套制度，但在公共话语体系中，体制
则是指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等生产

（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组织系统。
“稳定”一向被视为体制内工作的最
大优势，即便最新调查数据依然如
此。其后依次为福利待遇高、工作
压力小、隐性收入诱人、社会地位高
等。而将这一系列关键词放在一
起，构成的无疑是一幅美妙的图景，
有着无限的魅力。

是什么导致体制的魅力打了折
扣呢？同样要从关键词上看。自中
央八项规定发布之后，中纪委等部
门陆续下发各种禁令，公务员隐性
收入大幅削减甚至消失。加之保险
并轨等一系列改革，体制内外差异
越来越小。现在返回头来看，“稳
定”没有了吗？非也。只是众多实
惠和特权减少了，而这正是导致体
制魅力锐减的主要因素。当稳定的

收益不足以支撑从业者心理欲求的
时候，稳定便无意义。所以体制之
魅 来 源 于 稳 定 ，本 身 也 是 个 伪 命
题。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明白，根本
不需要为体制魅力减小而有些许遗
憾，反而应当继续着手改革积弊，剥
离依附于体制之上的隐性福利，坚
决将“权力关进笼子”。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体制脱魅
无疑是一种进步。一方面，笔者无
意指摘选择在体制内工作的人，因
为这也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但须看
到，如果太多年轻人迷恋体制，就会
消磨斗志，扼杀创新力，进而加剧官
本位，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另一方
面，体制魅力太大正说明体制外魅
力不足。在社会的整个财富链条
上，创造财富的这一环节很多恰恰
是需要在体制外完成的，以体制内
的公务员为例，就并不创造财富。
假如社会的精英过度集中于体制
内，既会导致人才沉淀，也会导致社
会活力不足。

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曾提出，
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社会，是社
会资源大量流向创业者、创富者、创
新者的社会，是能够为创新力量提
供自由和空间的社会。而如今，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已深入人心，无
数创客正奔走在拼搏之路上。在这
样的背景下，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
受访者认为“无所谓体制”，甚至也
会有更多的官员辞职，加入创业者
的行列。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中，我
们需要有勤恳、尽责、专注、守法的
体制内工作人员，更需要敢于创业、
精于创新、善于创富的有为青年。
就此而言，如今的体制脱魅非但不
足，反而应当继续进行，继续深化。

公孙好

过半年轻人
“无所谓体制”是社会之福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