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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刘羊旸 杜宇报道：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记者10月17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自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了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首次开展全国性摸底调查初步建立国家保护名录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启动一年多来，已初步建立了国家保护名录。制定了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并

根据保护价值的不同进行分等定级管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在发布会上说，截至目前，

三部门命名了两批1561个中国传统村落。  

    同时，首次开展了全国性的传统村落摸底调查，将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选址格局保留传统特色或非物质文

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村落均列入调查对象。各地共上报1.2万余个传统村落，基本掌握了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

保存情况以及社会经济基本情况。  

    赵晖透露，三部门还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其成员涵盖了建筑、历史、文化、民俗、经济、社会等方面较为

权威的专家。专家委员会主要负责提供总体技术指导和战略决策咨询，研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支持政策建

议。  

    据介绍，三部门还印发了保护发展指导意见，明确了保护发展必须坚持规划优先，未经批准不得对传统村

落进行迁并，提出建立挂牌保护制度和名录退出机制的意见。  

    传统村落现存数量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9%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村落大量消失，现存数量仅占全国

行政村总数的1.9%。据专家估计，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现存不到5000个。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任重道远，当前还存在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赵晖指出，传统村落不

仅现存数量很少，其发展还滞后。大量传统村落分布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村民收入低。  

    赵晖说，当前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支持还比较少，支持村落发展的措施不足；村镇管理人员素质不高，有法

不依、破坏性建设现象仍然存在。保护工作尚未探索出成熟的模式与方法，指导、监管和培训工作亟待加

强。  

    我国传统村落将建立长效的保护管理机制  

    “下一步工作核心是建立长效的保护管理机制。”赵晖说，三部门拟用3年到5年时间，基本摸清传统村落

的家底，制定保护发展扶持政策，使全国的传统村落基本实现文化遗产得到较好保护和传承、生产生活条件明

显改善。  

    赵晖表示，近期拟重点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深入开展村落调查，并发动专家和社会各界推荐，尽快摸清全部的传统村落家底。建立较为系统

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按“一村一档”建立中国传统村落档案。  

    二是制定全国性保护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明确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总体思路、工作目标，确定保护发展的

优先任务，划定保护重点区域，提出保护发展措施。  

    三是健全保护管理机制，加强监督管理。指导各地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加强规划实施管理，以规

划控制各类无序建设行为。完善保护发展法律法规，建立传统村落警告和濒危警示制度。  

    四是支持新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支持各地开展抢救性保护试点。合理依托传

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创意、科普教育、休闲旅游等多种发展模式。  

    五是开通传统村落门户网站，建立公众交流平台。发起摄影、公益广告等竞赛活动，动员公众广泛参与。

组织科研院校开展技术指导，提高基层保护发展技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