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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住建
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门近
日准备联合公布新一批国家传统村落名
单，由此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将
从目前的1561个扩增至约2500个。

中央财政将用3年时间集中投入超
过 100亿元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这
是中央财政首次针对传统村落保护拨付
资金。目前，今年面向第一批327个传统
村落的16.8亿元补助资金已全部拨付到
位。

“传统村落国家名录的建立，对于传
统村落保护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
步。”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说，当前
必须意识到，保护传统村落也是新型城镇
化的重要内容，应警惕村庄数量减少的趋
势，避免新农村建设城市化的错误趋向，
避免农村失去特色、失去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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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在快速消亡。

此外，大拆大建、张冠李戴“假古董”、
过度商业化……尽管近年来我国已经启
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但保护过程中仍出
现了令人忧虑的三大怪相。

“我国传统村落正在遭遇千年来未有
的大变局。”该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担忧
地表示，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大量村落被
空置，甚至遭遗弃，而交通、信息网络改
善、人口流动增加等正加剧外部文化渗透
农村的速度，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村落及其
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

住建部刚刚完成的全国村庄调查报
告显示，全国自然村数量从1984年的420
万个减少至 2012 年的 267 万个，共减少
153万个，年均减少约5.5万个。

针对2008年到2013年全国约10%村
庄的抽样调查进一步显示，5年间消失了
2982个行政村、12624个自然村，其中因
城镇化减少的行政村数占行政村减少总
数的71%，东部地区占比更高达80%。

如何看待保护传统村落的意义？列
入目录会得到什么保护？保护工作尚存
哪些挑战和误区？记者专访了住建部村
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回应社会关注的七个
焦点问题。

传统村落保护上升至国家层面
住建部回应七个焦点问题

根据国家住建部等部门首批
和第二批公示的中国传统村落名
录，我省先后有64处村落入选“中
国传统村落”，其中我市有 16 个，
分别为：

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郏县堂
街镇临沣寨(村)、李口镇张店村、
渣园乡渣园村、冢头镇西寨村（以
上为首批入选）。宝丰县石桥镇高
皇庙村、商酒务镇北张庄村、李庄
乡程庄村、大营镇大营村、大营镇白
石坡村，鲁山县瓦屋乡李老庄村，郏
县冢头镇北街村、冢头镇东街村、冢
头镇李渡口村、茨芭镇苏坟村、姚
庄回族乡小张庄村（第二批入选）。

相关链接：

平顶山市有16个
中国传统村落

认定传统村落
不是“给帽子”而是“找宝贝”

记者：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会得到
怎样的保护？

赵晖：认定传统村落不是给“帽子”，而
是为国家和民族找“宝贝”。对列入名录的
村庄，目标是通过中央、地方、村民和社会
的共同努力，加大投入，用3年时间使村落
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具备基本的生产
生活条件、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基本的保
护管理机制，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的综合能力。对没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
的村庄不是不保护，够不上国家级传统村
落的，会指导地方建设省、市、县级传统村
落保护名录。

最大挑战是公众意识问题

记者：保护传统村落面临哪些主要挑
战？

赵晖：传统村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建
筑、历史、文化、经济、艺术、社会六方面，目
前保护利用工作存在一些偏差，偏重经济
价值的开发利用。保护传统村落最大的挑
战是公众意识问题，表现在多方面：

一是社会认识不够。一些开发商或旅
游公司过于追求经济价值，对传统村落过
度开发。

二是很多游客保护传统文化意识不
强，盲目猎奇和追求新鲜刺激，旅游公司则
为了迎合游客对传统村落进行过度开发。

三是村民自身认识不足，长期经济落
后导致文化自卑，认为自己的东西就是落
后、需要抛弃的，城里的就是好的，为了追
求所谓“好的”而对自身的遗产不珍惜，轻
易丢弃、毁坏、改变。

四是政府管理、指导力度不够，重开
发，轻保护。

反对“博物馆式”开发和
过度商业化

记者：如何看待一些地方出现的“博物
馆式”开发？

赵晖：传统村落应该是活态保护，过度
或不当开发都是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的挑
战。要避免传统村落成为博物馆中的摆
设，坚决反对“博物馆式”开发。

我们始终的提法是“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保护绝不是冻结，发展也绝不止于经
济。保护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保护的途
径。

记者：旅游开发是否传统村落发展的
主要出路？

赵晖：地方保护传统村落热衷于搞旅
游，这是好事，但要坚持适度有序。我们反
对整村旅游开发和过度商业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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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村一品等也是很好的方式。

加强村落活态保护，就是保护原住民
原有的生产生活场所和方式。要严控商业
开发面积，尽量避免和减少对原住居民日

常生活的干扰，更不得将村民整体或多数
迁出由商业企业统一承包经营，不得不加
区分将沿街传统民居一律改建商铺。

核心是尊重村民意愿

记者：保护传统村落过程中，如何满足
村民改善生活需求？

赵晖：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广大农民
的期盼。保护传统村落，核心要尊重村民
意愿，这是基本原则。这就要改变过去自
上而下、一刀切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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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村民希望改善生活环境的需求，
我们强调传统民居等建筑形态上不要动，
但内部可以完善生活功能，如原先厨房厕
所条件很差的，可在外观不改变的基础上
进行内部改造。同样，在不破坏整村布局
的前提下，也可以对村内道路进行修缮、导
入供水、污水处理等设施。这样做既延续
传统风貌，又让原住村民能享受到卫生、舒
适、方便的现代化生活。

认为“城镇化就是拆村庄
建城市”是一种短视

记者：有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拆
掉农村，对此您怎么看？

赵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原
则就是传承文化。对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
中国来说，传统村落是包括城市居民在内
全民族的根，保护传统村落是新型城镇化
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助于避免新农村建设
城市化的错误趋向，避免农村失去特色、失
去乡愁。

认为“城镇化就是拆了村庄建城市”的
观点是城镇化中期容易出现的短视和片面
认识。中央方针很明确，就是坚持四化同
步，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当前农村出
现的“空心化”趋势，一种观点认为没什么
人住，就该拆了、搬了，这是错误的。只要
有人世世代代居住、有人在那里生产，我们
就应该努力把那里的基础设施搞上去、把
生活环境搞好。

过去我们盲目追求城市规模扩大，城
市建筑求洋求异，把很多城市的价值观带
到了农村。新型城镇化下，不能让乡村成
为城市经济文化的附庸，而要从传统村落
和传统民居中挖掘民族传统的生存方式、
审美理念、建造技艺和社会伦理等方面的
智慧和优势，传承并弘扬，改进其不足，作
为指导当代城乡建设的重要依据。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传统村落保护上升至
国家层面

一年消失
55000个自然村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临沣寨寨门

临沣寨内的古民居

记者：当前强调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意
义何在？

赵晖：启动保护传统村落，是精神世
界富裕起来的标志，是我国城乡建设思想
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是认识发展本质、
生活本质等一系列价值观的丰富和提升。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和城镇化快速
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急于现代化的倾向，导
致视角变窄，过度聚焦经济发展、西方文
明以及城市的形态和文化。那些偏远的、
传统的、较穷的村落往往被忽略，甚至被
认为是落后的象征。

传统村落从被忽视、被破坏到被重
视、被保护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设立
国家传统村落名录是村落保护的导向和
号召，意味着保护工作上升到国家层面。
我们的视角更宽了，内心世界更有余量
了，价值认识更完善了，更有文化自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