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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开拓者前行的刻度，更是奋斗
者铸梦的见证。

2019年7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决
定落定福州！从阿塞拜疆传来的这则消息
瞬间登上头条，成了那个夏天福州人最津
津乐道的消息。

千年文脉代代传，滋养着有福之
州，以及生活在这片热土的人们。几年
间，福州——这座滨江滨海古老之城呈现
的新风貌，随着“世遗”大会的日渐临近，保
护、传承、创新、发展，成为城市里最容易

“看得见”的气质。
从闽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昙

石山遗址，到沿江两岸的上下杭、烟台山等
历史文化街区，再到下游的马尾福建船政
旧址；从城市中心的“三坊七巷”明清建筑
群，到城郊鼓岭中外文化交流地；从寿山
石、脱胎漆器、软木画等传统工艺，到闽剧、
伬艺等传统民间艺术……一座现代化闽都
古城傲立在八闽大地。阔步迈入强起来的
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做好闽都文化活态保
护，搞“活”这座城，在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中，福
州市政协助力全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走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寻迹：
绽放福州古厝光彩

镌花刻鸟，画栋雕梁，檐牙高啄，燕脊
飞天。这便是千年闽都城里风貌依旧的福
州古厝。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
志，为《福州古厝》一书撰写了序言，用充满
感情的笔触，形象描述了福州的山川形胜，
其字里行间，浸透了对古建筑保护的重视。

世界瞩目福州，古厝惊艳世界。新时
代，如何进一步助力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让福州古厝、文化遗产永远绽放光彩？

在“世遗”大会落地福州的三个月后，
2019年11月，福州市政协经过前期的充分
准备，围绕市委、市政府部署确定的福州古
厝保护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进落
实情况，安排了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前
的全体委员专题视察，由市政协各专委会
牵头成立8个视察团，分赴12个县（市）区

开展福州古厝保护工作情况视察活动。
“古厝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有待进一步

提升。”“专业性人才缺口较大，资金可持续
投入面临一定困难。”“建议建立工匠培养
体系和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才培养体系，组
建古厝保护专家库。”“要探索共建共享共
发展机制，打造一批体验版的古厝场馆，逐
步活化古厝文化资源。”……随着视察的一
次次展开，又一次次深入，委员们对全市古
厝保护工作情况有了更直接和全面的了
解，纷纷提出意见建议。

“只有与原住民共建共享共发展，古厝
保护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带队参加视察的
市政协领导表示，希望有条件的县，可探索
引入生态股概念，建立起资源产权机制，对
古厝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与
科学开发，讲好福州“世遗”故事，使“绿水
青山”变成惠及当地村民的“金山银山”。

时光奔走间，84个福州古厝保护项目
视察工作虽已完成，但委员们对福州古厝
保护的思考正开始发酵……

近年来，福州创新性地开展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格局。
2020年，市政协号召委员全方位参与福州
古厝活化利用、福州特色元素的创新型保
护和利用、螺洲古厝人文内涵挖掘和保护、
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建筑群保护和利用等，
有力助推福州开展文化遗产保护。

通过多年努力，福州不断保护和挖掘
闽都历史风貌和文化内涵，但仍存在福州
古厝特色元素挖掘和提炼不够系统和全面
的问题。致公党福州市委会提出集体提案
《关于福州特色元素的创新型保护和利用
的建议》，被列为市政协2020年重点提案，
由市政府、市政协联合召开提案办理协商
会，达成了加大福州古厝主题文创产品开
发力度、建设“5G+VR”同步课堂等共识。
协商成果也汇总形成项目任务工作清单，
明确了工作内容和完成时限，成为相关部
门抓工作落实的有力推手。

《福州市政协2020年协商计划》将“螺
洲古厝人文内涵挖掘和保护”列为专题协
商议题，成立由文化文史和学习委牵头的
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等方式，剖析螺洲古
厝现状，明确螺洲古厝保护修复利用的意
义，并通过分析存在问题研究相应对策，形

成了调研报告。去年11月，市政府、市政协
联合召开专题协商会，达成了诸多共识，为
相关部门更好地保护、挖掘和利用螺洲古
厝资源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同时，“福建协
和大学历史建筑群保护和利用”作为专项
民主监督工作，持续到今年年底，市政协将
通过梳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问题，
进一步提出改进意见建议，推动保护利用
工作落到实处。

此外，2019年开始，福州市政协和福
建省艺术馆联合筹划举办“林徽因——福
州古厝走出的文化遗产守护者”展览和《林
徽因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图书编辑工作，于
今年6月正式展出和印刷出版。该书较为全
面地记述林徽因在保护和传承我国优秀文
化遗产，特别是保护古建筑方面所作的贡
献，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今年，为迎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召
开，市政协于4月10日在“三坊七巷”严复
书院主办了“追求真理·爱国兴邦——纪念
严复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于6月12
日协办了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
建非遗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于7月9日主办
了“古韵新风”——石桥三山两街区写生作
品展……

如今，黛瓦相连的福州古厝，在遵循
“最小干预”的保护修缮原则的基础上，被
活化利用，融入文化服务、休闲旅游等功
能，让古厝焕发新光彩，成为群众品味历
史、体验民俗、回忆乡愁的好去处，成为榕
城的地标美景。其中，“三坊七巷”历史文化
街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连续多年突破1000
万人次。

传承：
再现非遗技艺活力

从脱胎漆器、油纸伞、角梳等传统工艺
“三宝”，到寿山石雕、脱胎漆器、软木画等
新工艺“三绝”，再到“三坊七巷”、朱紫坊、
上下杭等三大历史文化街区……惯于讨论
福州现代活力的人们恍然发现，其更是一
座“怀旧”的城市。

“怀旧”，不仅在于其拥有深厚遗蕴，更
在于其把非遗传承融入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建设中，不断创新非遗文化业态，让“光阴
的故事”有了更具魅力的叙述方式。

“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
华灯初上，走在福州朱紫坊漆艺术文化街
区内，仿佛穿越时空，一街水巷，坊路交错，
人潮涌动，众多漆器、漆画、漆艺等琳琅满
目的商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欣赏购买，

“烟火气”十足。
早在2015年，“福州漆文化品牌建设”

就被确定为福州深化改革的试点任务之一。
多年来，福州在朱紫坊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福
州市漆艺术研究院，通过举办福州国际漆艺
双年展，打造国际漆艺高端展示品牌，漆文
化发展成效逐渐凸显，氛围日渐浓厚。

“建议持续加大投入，按照有关规划引
进漆主题业态，明确项目序时进度，切实将
朱紫坊漆艺术文化街区打造成为中国第一
个以‘漆文化’为主题的新型休闲体验式的

‘双创’历史文化街区。”市政协先后组织政
协委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补短
板。带着调研所见所感，委员们话心声、说
期盼、提建议。

在福州市政协十三届一次全会上，市
政协委员卢为峰领衔提交的《关于福州市
漆艺产业、产品发展的建议》提案，提出了

“做大做强已列入福州市省文化产业十大
重点项目的‘朱紫坊漆艺术街区’和列入福
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划、福建省众创
空间的福州市漆艺术研究院”等建议，被福
州市政协确定为“2017年市政协十大重点
提案”之一。

2017年3月始，一场聚焦助推漆艺产
业、产品发展的深度调研活动拉开帷幕。由
市政协副主席林恒增带队，市政协文史学

宣委承办，相关市政协委员、市直有关部门参
与，历时4个月，共开展5次调研活动，形成了
一批有深度、有力度、有分量、有质量的调研
成果。市委宣传部、发改委、国资委、经信委、
财政局、文广新局、教育局、旅游局、三坊七巷
保护开发有限公司、文投集团、晋安区人民政
府等单位纷纷又对提案的内容和调研过程中
提出的问题作了及时回应。

“孩子们，你们了解软木画吗？”“你们知
道软木画是用什么工具制作而成的吗？”……
时下，在晋安区西园中心小学已经开办15年
的软木画少儿实践基地里，软木画协会的老
艺人正在为孩子们上一堂特殊的“非遗公开
课”，他们以笔代刀，以木作画，塑造出精美绝
伦的艺术品，引得孩子们时不时发出惊叹声。

在日益繁荣的科技浪潮席卷下，“慢工细
活”的传统技艺面临着边缘化乃至失传的尴
尬局面。2019年7月，省市政协举办“传统手
工艺传承与保护”提案联合督办“回头看”专
项民主监督座谈会。会上，福州市、省直相关
单位负责人、政协委员、非遗传承人、工艺美
术大师等在座谈交流中积极互动、为非遗资
源寻找出路。

“此次时隔10个月的‘回头看’，展示了
各部门推动传统手工艺传承保护的决心，更
体现了政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实效。”市政
协委员郑幼林如是说。

“‘省市政协提案联合督办’对市政协来
说，既是督促，也是示范，市政协将认真学习，
不断提升政协提案办理协商水平和政协工作
质量。”市政协副主席雷成财表示，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市政协要
积极建言献策，助推福州手工艺保护与传承。

与此同时，自2018年初开始，市政协组
织征编了《叙事——福州闽剧评话伬艺保护
传承的集体记忆》一书。历经三年，于去年9月
付梓出版。全书以政协文史资料“亲历、亲见、
亲闻”的叙事方式，展现了闽剧、评话、伬艺在
新中国获得新生、在改革开放后进一步繁荣
发展，以及一代代地方戏曲工作者对福州传
统艺术的坚守和追求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出
版后，新书首发仪式暨学习座谈会举行，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会议，并就如何更好地
保护传承闽剧、评话、伬艺等非遗，与表演艺
术家、资深文艺工作者热烈交流互动，认真听
取意见建议，勉励文艺工作者要带着感情、带
着责任，推动福州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在新时
代焕发新光彩，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如今，福州老旧的街区“腾笼换鸟”，摇身
一变成了集创业创意联合办公、艺术活动、文
化交流为一体的文化“新街坊”，“诗和远方”
的组合呈现出多领域、多产业融合发展的良
好势头。

守护：
唤醒千年古城生机

近日，福州新店古城遗址公园（一期）建

成。这个沉睡千年的古城遗址，承载着2200
多年前的闽越文化信息，从1985年偶然被发
现开始，历经九轮考古发掘、列入保护名录，
到今日终于旧貌展新颜。

新店古城遗址是福州根之所在、源之所
系。当人们在感悟着福州厚重的历史、感喟于

“海滨邹鲁”悠久灿烂的文化时，不一定会想
到，这数年间，在福州市政协的带领下，全市
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
委员为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保护好这方净土
所做的努力。

2018年9月25日，历经6个多月调研考
察，市政府、市政协召开“福州新店古城遗址
的保护修复利用”专题协商会，政协委员、专
家学者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课题报告
展开交流，探索保护修复利用的思路，提出可
操作性的建议，力求将其打造成福州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的新名片。

2021年2月9日，为进一步夯实协商成
果，市政协就“保护冶山文化文物的措施”“福
州新店古城遗址的保护修复利用”两项议题
组织开展“回头看”视察活动，课题组成员、文
史研究员和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看实地、赏
新景、献良策，再次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全
面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早前，冶山一带虽有久远的历史和深厚
的文化，整体环境却十分破败。”作为当年
提案人之一，市政协委员钟薇全程参与视
察座谈。时至今日，再忆彼时调研情景，她仍
感痛心。

当年，她在提案中建议，要加快推动冶山
文化和文物的保护，并提出分阶段实施的具
体规划。在市政协的大力支持下，她的提案被
确定为2017年对口协商议题，并通过协商将
成果转化为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
程，是一项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艰巨
任务。近年来，市政协除了精准选题，做到
与党委政府工作思路的密切配合，还实事
求是，提出符合实际、具体、有针对性且切
实可行的建议，并进一步凝聚共识，在探

讨、交流中逐步获得与福州市直部门的共
识，在协商完成后由政协委员持续助力推
进协商成果转化。

其中，冶山历史文化风貌区因历史遗留
问题，多家省级单位的办公、宿舍用房在此
片区内，所以涉及省、市、区各级部门，配合
支持搬迁有难度。这成了冶山保护开发的最
大难点。为此，市政协委员联动多方力量，呼
吁建立省、市、区三级联动机制，落实相关责
任，形成党委、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
家学者凝聚共识、群策群力、共同配合的工
作格局。

如今，除了新店古城遗址公园，冶山春秋
园所展现出的历史风貌同样令人惊喜。走进
公园，仿佛打开了千年古都的“时光隧道”。
通过打通公园西、东、南入口，提升北入口，梳
理园区和山体绿化景观，疏浚欧冶池水体，修
缮剑光亭、喜雨轩、泉山摩崖题刻、仁寿堂，设
置无诸、欧冶子雕像和浮雕景墙，发掘展示了
唐代马球场遗址等，公园重现冶山在汉、唐、
宋、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风貌，展示
福州作为闽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发展与
变迁。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不久前，福
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林宝金，市长尤
猛军赴冶山春秋园、新店古城遗址公园（一
期）调研，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秉承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闽工作期间的创新理念和
重大实践，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留住文化根脉、守住城市之魂，着力打响
闽都文化国际品牌，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
城市夯实文化根基。

历史赋予了千年榕城辉煌的昨天，已然
成为福州人民生生不息的丰厚滋养。今天，
在奋进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福州市政协将
汲取先行者的智慧和营养，在继承与发展的
路上，持续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持
之以恒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助力打造有福之
州更具韵味的精神家园，让文化遗产保护的

“福州模式”，带着历史的荣光走向“世遗”大
会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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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州市政协助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纪实—福建福州市政协助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纪实

文文//王惠兵王惠兵

编者按：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数千年来，福建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遗产；武夷

山、鼓浪屿、泰宁丹霞……散布在全省各地的自然遗产，向世界展示着“福建精彩”。
八闽甲第，文化千年。福州，这座拥有2200多年建城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山在城中、城在山中”

“三山两塔两条街”的古城格局保留至今，千百年来孕育出三坊七巷“士林”文化、上下杭“闽商”文化、老仓
山“治学”文化、烟台山“万国建筑”等，共有不可移动文物4746处，积淀了兼容并蓄的人文底蕴，彰显了韵味
绵长的独特魅力。

“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系列前瞻性思想和开创性实践，既为八闽大地的文
化传承与复兴注入了时代活力，也为后来者薪火相传传递文明之光铺下了坚实的道路。

一直以来，为了倾力助推福州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各项工作，倾心呵护历史文脉的更好传承，福
州政协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遗余力，付出了大量心血，从呼吁加大“三坊七
巷”涉台文物保护力度，到聚焦福州古厝活化利用，再到省市联动推进传统手工艺传承与保护，只为讲好

“世遗”故事，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张名片擦得更亮，为福州加快建设成为繁荣兴旺、宜居宜业、和谐幸
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

20202020年年33月月2626日日，，福州市政协召开福州市政协召开““螺洲古厝人文内涵挖掘和保护螺洲古厝人文内涵挖掘和保护””专题协商专题协商
课题启动座谈会课题启动座谈会。。

20192019年年88月月2626日日，，福州市政协就福州市政协就““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建筑群保护与利用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建筑群保护与利用””专题专题
协商课题联合市名城委举办协商课题联合市名城委举办““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建筑群规划设计福建协和大学历史建筑群规划设计””讲座讲座。。

20202020年年99月月2424日日，《，《叙事叙事———福州闽剧评话伬艺保护传承的集体记忆—福州闽剧评话伬艺保护传承的集体记忆》》新书首发式现场新书首发式现场。。

20172017年年66月月88日日，，福州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赴沈绍安漆艺馆开展重点提案福州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赴沈绍安漆艺馆开展重点提案《《关于福关于福
州市漆艺产业州市漆艺产业、、产品发展的建议产品发展的建议》》办理协商办理协商。。

““里坊制度活化石里坊制度活化石””福州三坊七巷福州三坊七巷 俞松俞松 摄摄

霞光中的茉莉花田霞光中的茉莉花田，，20142014年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年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陈金海陈金海 摄摄

福建五大剧种之首闽剧福建五大剧种之首闽剧，《，《双蝶扇双蝶扇》》选段选段，，荣荣
获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获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文华表演
奖奖””。。 吴晖吴晖 摄摄

中国传统工艺中国传统工艺““三宝三宝””之一福州脱胎漆之一福州脱胎漆
器之民国珊瑚红对瓶器之民国珊瑚红对瓶 陈良森陈良森 摄摄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种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种福
州软木画技艺州软木画技艺 黄恒日黄恒日 摄摄 福州传统民间雕刻艺术寿山石雕福州传统民间雕刻艺术寿山石雕，，2006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福州永泰庄寨之一和城寨福州永泰庄寨之一和城寨 张培奋张培奋 摄摄

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杨桂芬杨桂芬 摄摄 福州镇海楼福州镇海楼 林志林志 摄摄

鼓山摩崖石刻 黄振斌 摄 烟台山石厝教堂 俞松 摄 严复故居，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俞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