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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保护传承体系 让城乡历史
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作者：丁怡婷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09月09日）  时间：2021.09.09

　　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8日举行的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

　　系统完整保护各类历史文化遗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介绍，截至目前，全国共划定历史文化保护街区970片，确定历史

保护建筑4.27万处，与2015年相比，历史街区的数量翻了一倍，历史建筑的数量增加了4倍。此

外，住建部会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1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487个，还将6819个

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形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根据《意见》，到2025年，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初步构建，城乡历史文

化遗产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化利用经验，建设性破坏行为得到明显遏

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乡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

　　“《意见》是我国1982年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以来，首次以中央名义专门印发的关于城

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文件，为下一步做好保护传承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黄艳介绍。

　　针对过去推进保护工作系统性不强、整体性不够的问题，《意见》明确，建立分类科学、保护

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杨保军介绍，这其中包

含两层意思：

　　第一，系统完整保护各类历史文化遗产。一是做到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既要保护单体建

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二是延伸时间轴。过去的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中，存在重视古代、轻视近现代的倾向，还不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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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立体、全面地展现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意见》提出，在城乡建设中全面保护好中国古代、

近现代历史文化遗产和当代重要建设成果。

　　第二，建立完善保护传承的管理体制。针对目前保护传承工作还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

《意见》提出，建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三级管理体制，“坚持国家统筹、上下联动，充分

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中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作用”。

　　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纳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

　　《意见》要求，着力解决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如何让《意

见》提出的要求真正落实？

　　黄艳认为，《意见》提出加强监督检查和强化考核问责，是最关键的手段和举措。

　　加强监督检查主要包括建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日常巡查管理制度、建立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评估机制、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及时开展抽查检查、鼓励举报涉及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违法违规

行为等内容。黄艳表示，将巡查工作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范畴，能够随时随

地发现和纠正问题。

　　强化考核问责方面，《意见》提出，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纳入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强

化对领导干部履行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中经济责任情况的审计监督。“把保护成效和领导干部的

考核、任免、奖惩挂钩，对造成后果的责任人还要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黄艳说。

　　多年来，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的难点。“由于资金不足，很多地方满足

不了工作需求，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如此。调研发现，137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大概有三成没有

资金投入。”黄艳介绍。

　　对此，《意见》提出，健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财政保障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要依

据各级事权做好资金保障。地方政府要将保护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重点支持国家级、省级重大

项目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鼓励按照市场化原则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拓展资金渠道。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意见》要求，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要坚持价值导向、应保尽保。对此，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苏蕴山总结了3点：一是“找出来”，把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

化资源发掘出来；二是“纳进来”，把各类历史文化资源纳入保护清单当中，划定各类保护对象的

范围，明确提出保护要求；三是“亮出来”，把纳入保护清单的历史文化资源及时进行认定、公

布、建档、挂牌。

　　如何处理好城乡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苏蕴山表示，一方面，要将改善民生作为优先事项，让保护更有温度。既要补足名城名镇名村

包括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历史地段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改善人居环境，增加

老百姓的幸福感；也要多措并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解决老百姓关心的安全问题，让群众

更有安全感。另一方面，要发挥遗产的综合价值，让生活更美好。苏蕴山介绍，要用开放思维，加

大历史文化遗产的开放力度，更好服务于公众；要加大历史建筑包括工业遗产的改造利用力度，通

过加建、改建和添加必要的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产生活的需要；要发挥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

遗产的作用，促进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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