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村落数量锐减、部分受毁
严重；一些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后继乏力，一些传统村落面
临环境破坏与污染威胁……虽然，
近年来，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取得了
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传统村落，承载着珍贵的历史
记忆、民族及地域文化信息，有人称
之为“记得住的乡愁”，也有人说它
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血脉。现
代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
利，但倘若任由传统村落“在历史进
程中自然消亡”，恐怕后人仅凭“脑
补”真的无法理解“暧暧远人村，依
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颠”，那个年代、那种环境特有的纯
净和美好也就彻底消逝、湮灭，我们
的文明之根也将无法守住。

如今，从政府、学界到民间公益
组织，越来越多的力量正逐渐加入
到传统村落的保护行动中来。对

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拯救传统村
落，除了保护村落实体，即有形的建
筑，还要注重保护村落的“活态文
化”，即原住民创造的无形文化，包
括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信
仰、道德观念等；加快传统村落保护
的立法进程，从法律层面为传统村
落的认定、保护、规划利用等提供硬
约束，将保护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将
传统村落保护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建立保护责任追究机制等，抑制在
开发利用传统村落过程中的短视和
急功近利。

“中国传统文明之根在于乡土，
中国未来之变其关键在于乡土。”古
村落是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
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这既表
明古村落保护是每一位社会成员应
有的责任，也道出了古村落保护的
要义所在。

（榴莲）

守住文明之根

共同守护精神家园

邱利刚 （湛河区马庄街道办事处）
目前，一些传统村落受到风雨的无

情侵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日渐破落
坍塌；也有一些传统村落，在时代进步
和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被推旧建新，消失
在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还
有一些传统村落，被急功近利的商业与
旅游开发，改变得面目全非。传统村落
正在以令人揪心的速度消失于时间的
长河之中，保护与抢救迫在眉睫。

在我国，传统村落数量大、分布面
积广，仅依靠现有的保护力量，难免力
不从心，需要更多守护者，在此，呼吁每
个人都能积极行动起来。同时，笔者建
议，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
要坚持以下三个原则：一是政府主导，
一地一规划，一村一方案，重视修复农
村文化生态系统，激发农村文化发展活
力，同时尽快出台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法
律法规；二是专家参与，集中建筑学、社
会学、经济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
专家，研究村落保护的措施；三是村民
参与，让村民既是村落保护受益者，也
是村落保护第一责任人，恢复传统工
艺、保护传统艺人。

可以说，传统村落不仅是老祖宗给
我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是我们心
灵深处寄托乡愁的精神家园。保护古
村落不仅仅是保护古建筑，更多的是要
保护它的生态环境，包括这个村落里的
生产生活文明，从而，让民族文化的根
脉薪火相传。

保住精神基因

刘勤 （市第二高级中学）
记得在女儿小的时候，每年都要带

她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尤其是暑假，她
玩得都不想回来了。女儿说外婆家房
子大，人多，好玩儿。

母亲家有一个大院子，坐北朝南，
白墙黑瓦，古色古香，院内有两棵大槐
树，即便是炎热的夏天，也能感觉到丝
丝凉意，院内还有石磨。院外拾阶而
上，女儿跟她的表哥、表姐们一起去放
羊、割草，饿了摘下野果在袖子上蹭两
下就吃，渴了捧一口山泉就喝；晚上几
个孩子聚在一起写暑假作业，最后在冬
暖夏凉的大屋里睡觉，睡梦中嘴角还泛
着笑意。

今年暑假再去看望外婆，回来后女
儿的嘴巴噘得老高：老家一点儿也不好
玩了！原来是老家新农村建设，把老屋
都拆了，整齐划一盖楼房，而且周围有
了工厂，空气质量也变差了。“没有了小
时候的乐趣。”女儿说。

我的理解是没有了乡愁。就像作
家冯骥才说的那样：“乡愁就是对故乡
的牵挂，现在我们所说的乡愁，是整个
中华民族在社会转型阶段，即由农耕文
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时候，我们对于农
耕传统，对于自己的母体、根性文化的
一种牵挂，所以我们还是要保住精神的
基因。如果村落失去其传统形态，我们
就无法找到精神基因，牵挂就会中断，
乡愁也就中断了。”

人是要有根的，传统村落就是我们
的根之所在。所以无论时代如何进步、
发展，都要留住根，留住乡愁，留住牵挂。

传统村落保护形势严峻

张志立 （新华区联盟路小学）
提起传统村落，不由就想起自己曾

经写过的一篇文章《家在滍阳街》。情
感这东西，不是酝酿润色就能有的，而
是一旦踏上那块魂牵梦绕的土地，心中
就有一种无法按捺、即将喷涌而出的情
愫。滍阳街村有着悠久的历史，常常想

起小时候爬上古城墙玩耍的趣事，常常
想起老人们打铜器的热闹……而过去
的所有古朴、简洁如今都被现代化的小
楼、汽车所代替。失落总是有的，但依
然非常喜欢“滍”这个字，《新华字典》里
还有专门的解释——滍：滍阳，地名，在
河南。

传统村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
的一大遗产，如何保护与发展是一大课
题。对于滍阳街村来说，现在已经一分
为三，即东滍、西滍、北滍。如今在外工
作对村子了解得少了，但对生养自己的
地方总是割舍不下。三毛说：每想你一
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
拉。而滍阳街，这个传统村落，就是我
心中的沙漠，我心中的诗与远方。

守护那份宁静与宽厚

庞振江 （平煤股份二矿）
前几天，我去南京旅游，顺便拐去

苏州古镇同里，那里如画的景色使我陶
醉。那石板路、石拱桥、厚重的砖石、瓦
楞间的衰草，以及早已辨不出颜色的铺
板门面，会把你带进一种早已消逝的时
代和文化氛围之中。

为保住古镇风貌，同里人自己定了
“五个不准”：不准乱规划，不准乱建筑，
不准填河拆桥，不准填河造地，不准建

污染的工厂。同里人古朴，还有一种深
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宁静与宽厚。

中国人大都来自农村，来自泥土，
那里是我们的根。拯救传统村落，守
护精神家园，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美丽乡村，不
是“涂脂抹粉”，不能大拆大建，特别是
古村落要保护好。因此建议传统村落
保护各级政府部门要有专人负责，不仅
要拯救老屋，不准私搭乱建，更要鼓励
原居民继续住下去，不要随意迁出，要
见屋，更要见人。

著名作家冯骥才说：“每个古村落
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
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
潮中消失不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乡里人共同
的生活愿景。

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利用

崔应红 （鲁山县董周九小）
传统村落承载着社会发展不同时

期的文化信息，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鲜活
载体，特别是对研究当地建筑和人文环
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宝贵的
历史遗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做好传
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工作。

一是保护优先。传统村落风貌、风
俗、风物是其根，是其魂，要原汁原味地
保存下来，尤其是当地的风土人情、生
活习惯、宗教习俗等活态文化，必须加
以保护，要注重老建筑的复原性修缮，
慎重改建现代建筑。

二是加大立法。传统村落的保护
和开发要有法律作支撑，并且要有长远
目标，对过度开发要加以限制，对破坏
者要严惩，对建筑、环境、人文等的保护
要制定具体的措施，并由上级主管部门
监督落实。

三是激活传统村落的造血功能。
充分利用传统村落这一金字招牌的影
响力，发展文化、旅游、特色农业等产
业，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收入途径。
激活传统村落的造血功能，同时让更多
的游客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传统村落，特
别是要让游客慢慢喜欢上这里的传统
建筑和淳朴民风。

保护优先，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
下开发利用，以旅游带动当地的经济发
展，良性循环，不失为保护传统村落的
一种方法。

■ 下期话题预告

背
景

保护传统村落，让人们记得住乡愁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陶渊明描写

的田园乡村。然而，这种鸡犬之声相闻、炊烟袅袅的乡村美景，却是许多城市人永远走不进去的图画，就
连农村人也与之渐行渐远。伴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步伐的加快，大批古村落濒临消亡。

日前，由多个民间智库基于大量田野调查联合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7）》指出，“由于各种原因而毁坏的村落不胜枚举”。

鲁山县文联和民协的工作人员在鲁山县瓦屋镇李老庄村普查传统村落。
郭宇朋 摄

本报讯（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段泓
涛）“陈叔，您的血压正常，平时多吃蔬
菜水果。”12 月 21 日下午，舞钢市社会
保险医院“家庭医生”鲁松涛来到该市
朱兰街道光源社区福田小区 76岁的陈
付志老人家，做完例诊后再三叮嘱。

连日来，来自该院的 30 多名“家庭
医生”和护士组成 6个精干小分队分赴
8 个社区，对老年人进行慢病免费体检
和健康指导，争当医疗服务健康守门
人。截至目前，“家庭医生”已上门健康
服务近600人次。

为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保健
服务水平，充分发挥责任医生健康守门
人的作用，该市自去年12月初开始在辖
区范围实行城乡居民健康签约服务工
作。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要求，“家庭医生”免费为签约家庭
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定期免费为家庭成
员中的老人、儿童、慢性病人、残疾人等
提供医疗预防保健服务。

此外，“家庭医生”定期举办健康
教育讲座活动，并为居民家庭提供电
话预约上门健康咨询、患病用药指导；
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每 1-2 年免费进行
一次健康管理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
估、体检、辅检、咨询指导及中医药健
康服务；为孕产妇和0-6岁儿童免费提
供基本公卫保健，通过预约、电话、手机
短信等方式为家庭适龄儿童常规接种、
强化免疫和应急接种提供方便；每年免
费为家庭中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进行
至少4次随访服务等多达十几项公共卫
生医疗服务。

争当医疗服务健康守门人

舞钢市“家庭医生”上门服务近600人次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王
永安）“饺子味道鲜美，真好吃！俺吃
了两碗。”“俺在家一个人过，不是来村
上还真难吃到这热饺子。”12月22日中
午，鲁山县下汤镇十亩地洼村贫困户
申云、王保有聚在村部一边吃饺子，一
边夸赞道。

市第一人民医院驻该村原第一书
记申延军、现第一书记尤军伟和村党
支部书记张勇升在村部张罗着爱心饺
子宴，与110余名贫困村民一起过冬至。

申延军和尤军伟一起捐款 3000

元，买来30公斤大肉等物品，老党员张
成慧捐出一大袋萝卜，贫困户杨六枝
一大早运来了一车干柴。东西备好后，
申延军领着村上的妇女党员义务劳动，
剁馅、擀面、包饺子。当天中午，100 多
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饺子。

在举办爱心饺子宴的同时，申延
军还从派驻单位争取资金，为村里所
有贫困户送去棉衣等物品，并联系爱
心团体对个别困难户进行了救助。

本报讯（记者田秀忠）洗白菜、剥
大葱、剁馅儿、和面、擀皮儿……12 月

21 日上午，卫东区东安路街道东苑社
区日间养老中心的活动室内，洋溢着
欢乐祥和的气氛。社区工作人员和老
党员志愿者一起开展了“情暖东苑，冬

‘至’阳光”活动。
上午 8 点 15 分，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就一起来到东苑社区日间养老
中心，用四张小桌子拼凑起一个大的
操作台，将活动室变成了社区厨房，老
党员赵婉华将人员分为两组，一组和
面擀皮儿，一组剁馅包饺子。活动室
内欢声笑语不断。当一盘盘热气腾腾

的饺子端上餐桌，那浓浓的饺子香，使
大家忘却了冬日的寒意。

“每年冬至我们都会组织党员群
众包饺子，今年我们把包好的饺子还
送给了环卫工人和孤寡老人。”社区党
委书记韩朋可说，饺子煮出来后，志愿
者喊了在附近干活的环卫工人和孤寡
老人一起吃。

同一时间，社区居委会主任武馨
带领志愿者端着饺子到了社区红色影
视厅，招呼观看电影的老年居民一起
吃饺子。

驻村干部、党员志愿者冬至献爱心

贫困村民、环卫工人、孤寡老人欢聚吃饺子

3综合新闻·读者之声 2017年12月23日 星期六 E-mail:rbwz@pdsxww.com编辑 蔡文瑶 校对 李鹏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明确，自2018年1月1日起，在全
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
2020 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
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
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据环保部相关负责人解释，建
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由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承担赔
偿责任，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有助于
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
单”的困局。

2015 年 11 月以来，国家在吉
林、山东等7省市试点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此次发布的《方案》对此前试点

方案的不完善之处进行了补充。可
以说，《方案》已具备坚实的实践基
础，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
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
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保护
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
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
目的，就在于树立“环境有价、损害
担责”理念。谁污染环境，谁就得付
出经济代价；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也
要像私有财产受损一样向损害制造
者索赔。

下期话题：环境有价，损害担
责。欢迎参与讨论。

书面来稿请寄至本报专副刊
部 。 电 子 信 箱 ：baixinghuati@qq.
com，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字
样。截稿日期为12月28日。

环境有价，损害担责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王永
安）12月21日上午11点左右，在铲车的
轰鸣声中，鲁山县背孜乡一处违章建筑
的厂房院墙被推倒了一大段。

当日，鲁山县抽调执法人员 100 余
人，出动执法车辆 10余台，在县“双违”
整治办公室的协调指挥下，分赴背孜
乡、梁洼镇、下汤镇、瀼河乡和张官营
镇，与乡镇合力开展“双违”专项整治活
动。

在背孜乡，县乡联合执法组先后到
位于荡泽河畔的葛花园村、上孤山村、
盐店村和柳树岭村的 6 处违法占地现

场，拆除周边障碍，关停加工设备，并向
相关业主下达限期自行取缔通知书。
在张官营镇，执法组销毁了多处非法采
砂工地的设备。在梁洼镇，违法占地的
业主们主动拆除了违章建筑。

本轮“双违”专项整治活动以取缔
河道非法采砂为突破口，再次精确排查
全县的“双违”底子，逐一现场拍照留
存，建立排查档案和台账，并按照我市
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及集中整治“双
违”行动的相关规定，对查处到的违建
进行强制拆除。截至目前，该县拆除

“双违”建筑30余处。

鲁山县拆除30余处“双违”建筑

今日天气 白天到夜里多云间晴天，西北风4-5级，最
高14℃，最低4℃

▲12 月 22 日，武警平顶山市支队
二中队的官兵和熊背乡留守儿童家园
的孩子们一起包饺子。

熊背乡留守儿童家园位于鲁山县

西南部山区，有518名儿童。武警平顶
山市支队与留守儿童家园是结对帮扶
单位，长年以来，该支队官兵坚持帮助
校方照顾孩子们的生活，用爱心关注

着一批又一批孩子们的成长进步。冬
至到了，二中队的官兵将部分留守儿
童接到警营一起包饺子、过冬至。

本报记者 姜涛 摄

大山深处爱意浓

▲12月22日，石龙区中鸿幼儿园精心准备了面
粉、蔬菜和20公斤羊肉萝卜馅、20公斤香菇大肉馅，
组织30名大班的孩子到区养老中心，和老人一起动
手包饺子，快乐过冬至。

孩子们先是为老人表演了舞蹈和歌曲，接着一
起包饺子、吃饺子，现场其乐融融,一派祥和。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老幼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