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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完整保存了古驿道、古关隘、古

城墙、古庙宇、石板街、古墓祠、古井、古

桥、古树等文物古迹，有省级重点文保单位

6 处，市、区级文保单位 11 处，历史建筑

挂牌 139处……”

视察团到四川的第一站，便是有着“蜀

道三国重镇，天下第一太极”之称的广元昭

化古城。昭化，古称葭萌，宋太祖赵匡胤赐

“昭示帝德、化育民心”始得名昭化，有

4000 多年历史和 2300 多年连续建县史，是

蜀中建县治最早、连续设置县治最长的地区

之一，是三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这里古风古貌、古色古香。

在为期 5 天的视察中，这样的“古风古

貌”如影随形，时而展现为古朴典雅的古城、

古镇、古村，时而又在博物馆的展厅中，以文

物的形式诉说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故事。

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古镇如何留原貌、展

新颜？考察路上，委员们边走边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保护古代建

筑，也要保护近代建筑；既要保护单体建筑，

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既要保护精品

建筑，也要保护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居及地

方特色的民俗。”

委员们认为，这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古镇完

整性保护最好的诠释。对于原真性保护，就是

既要有古城景色，又要有文化底色。

4000 多年历史的昭化古城，不仅保留了

大量的三国古遗址，还融合了丰富的民俗文

化 ； 2300 多 年 的 阆 中 古 城 ， 是 古 代 巴 蜀 重

镇，具有独特的山、水、城格局，“八大文

化”在此交汇；始建于唐、复建于明的阆中天

宫院，因独特的天文文化而负有盛名……

“结合考察的多处古城、古镇、古村、历

史街区等，他们都因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

之魂而独具魅力。”这是委员们的共识。大家

认为，历史文化名城古镇在融入现代元素的过

程中，只有同步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

续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才能在新时

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古韵绵长谱华章。新时代城乡建设中的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稳步前行在传承与发展的

大路上。

古 韵 绵 长 谱 华 章
本报记者 郭海瑾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城乡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系统回答了“为什么保护传承”“保护传承什

么 ”“ 怎 样 保 护 传 承 ” 等 重 大 理 论 和 实 践 问

题，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

好新时代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进一步推动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9 月 2 日至 6 日，全国政协常委、文

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朱生岭率全国政协

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党外委员视察团，围绕

“推动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赴四川省开展专题视察。视察团先后赴广元

市、南充市、德阳市、眉山市等地，深入基层

一线，与当地文保干部、专家学者和非遗传承

人等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保护传承情况，不断深化认识，积极建

言献策。

统筹规划，守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昭化古城，一座保存完好的三国古城，素

有“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之称，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丰厚，如今风貌依旧；

剑门关镇，集古镇、古道、古关、古柏为

一体，号称“两川咽喉、蜀北屏障”，地势险

要，风光旖旎，至今雄关巍峨；

绵竹年画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绵

竹年画”的发源地，有“德孝故里、年画之

乡”的美誉，文化厚重、资源丰富，至今传承

不息。

……

在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委

员们看到了在四川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历史文

化遗产承载着的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的基因和

血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加强城乡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大对古镇、古

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

迹的保护力度”“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如何开展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工作，守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这是视察团

重点关注并思考的问题。

在翠云廊古蜀道，委员们看到，蜀道两旁

的一株株古柏挺拔苍翠，虽历经千年沧桑，仍

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解说员蒲元彬向大家介

绍，翠云廊剑阁段现有古树 7803 株，其中古

柏 7778 株，这些古柏最高树龄达 2300 余年，

绝大部分是一级古树。每一株古树，都有专人

负责、有专门的档案、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实

施“一树一档”挂牌保护、“一树一专班”日

常巡护、“一树一策”科学救护。

2023 年 7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

省广元市剑阁县翠云廊考察，临行前，他嘱咐

当地负责同志，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剑阁县在探索古树名木保护上有哪些新

举措、新方法？”视察团团长朱生岭问道。

“我们牢记嘱托，为保护古柏，这一年多

以来，从省到市再到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

度。比如，广元市出台了 《广元市林长离任交

接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十九条措施》《广元市古树名木保护责任

清单》，剑阁县建立完善了 《剑阁县蜀道古柏

离任交接制度》，更加系统、完整、科学地保

护古树名木。”蒲元彬说。

“对蜀道有哪些保护措施？”朱生岭继续

问道。

“剑阁县整修了古蜀道的个别地段，修补

了石板路面和台阶，增加指示牌等配套设施，

方便游人参观、打卡，了解古蜀道的历史，传

播古蜀道文化。”蒲元彬答道。

跟着解说员的脚步，委员们深入了解了翠

云廊古蜀道的发展历程和文化意义，并对一代

代守护者们肃然起敬。

“一条古蜀道，半部华夏史。”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张广

汉不止一次来到剑阁县考察调研，他说，如今

翠云廊古蜀道得到了很大改善，不仅有效保护

了古蜀道，对蜀道两旁古柏也起到很好的作

用。“在保护和恢复原有石板路、补足破损部

分的同时，还要保护好古柏及其周围野生环

境，避免城市化。要加强驿站的考古和研究，

进一步研究古蜀道与沿途古镇村的紧密关系，

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张广汉说出了自

己的思考。

在视察中，为守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四川

省对古城、古蜀道、古树等的一系列保护举措

让委员们为之点赞。据四川省有关部门介绍，

近年来，四川省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统

筹推进立法保护、政策保护、系统保护和试点

保护，着力在城乡建设中系统保护、利用、传

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如出台 《四川省传统村落

保护条例》《四川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四川

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 等，出台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古镇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工

作、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等实施意见，探索

试点建设，持续开展城乡历史文化资源普查、

评估、申报和认定工作，逐步构建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建筑等组成的多层次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体

系，让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

“统筹规划，建立多层次保护体系，是守

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证。我们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守护好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全国政协委员、成

都市政协副主席徐玖平的话说出了委员们的

心声。

“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

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全国政协委员、江苏

省政协副主席周岚在工作和履职中，一直将推

动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关

注重点。她建议，要健全支撑文化遗产保护督

察制度的评价体系，推动形成构建城市文脉空

间体系的联动合力，同步健全传承传统建筑营

造技艺的工匠体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活化利用，让历史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这是被全国名城保护专家誉为‘中国保

存最完好的古城’，距今已有 2300 多年建城

史。城中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

院落 100 多个和大东街、上华街、学道街等历

史街巷 90 余条，多种文化和谐共融，被誉为

‘ 多 元 文 化 和 谐 共 生 的 典 范 ’ ……” 走 进 有

“阆苑仙境”美誉的阆中古城，委员们被古城

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悠久的历史建筑所吸引。

据介绍，作为中国四大古城之一，历代王

朝先后在阆中设置郡、州、府、道，蜀汉名将

张飞更是镇守阆中长达 7 年之久，唐高祖之子

滕王元婴、鲁王灵夔都曾出镇阆中，清初四川

省会也曾设于阆中 20 年之久……如今，古城

繁盛，成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来此旅游观

光的人络绎不绝。

“如何把古城发展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

历史文脉统一起来？”

“千年古城如何做到‘一半烟火，一半古

城’？”

“如何让千年古城‘有景更有魂’？”

……

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活化利用，一

直是委员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创始院长连玉明认为，传承和活化利用历史文

化遗产要在“融入”上下功夫。“一是注重融

入城乡发展。城市更新中不拆真建假，乡村振

兴中不大拆大建。依托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

段建设文化展示、传统居住、特色产业等特定

功能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活力。分层

次、分类别串联多类历史文化遗产，构建融入

生产生活的历史文化展示线路、廊道和网络，

在城乡建设中彰显城市精神和乡村文明。还要

让原住民住下来，把历史故事讲出来、传开

来。二是合理融入文旅开发。聚焦历史文化街

区文化特色和比较优势合理打造文旅产业运营

模式，引导非遗产业向历史文化街区聚集。探

索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准入

正负面清单，支持和鼓励在保持外观风貌、典

型构件基础上开展历史建筑活化利用，打造适

用于现代生活、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博物馆、文

创中心和创意基地等。”连玉明的话，既是解

答，又是建议。

城乡历史文化遗产既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

体，也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空间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

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

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

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

新光彩，需要让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把优秀遗产

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全国政协委员、四

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宋秋多年来致力于

文旅融合、文物保护、非遗保护等工作。她表

示 ， 四 川 拥 有 丰 富 的 文 化 资 源 ，“ 三 苏 ”、 蜀

道、三星堆等都是声名远扬的文化符号。历史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要与年轻人连接，与

当下生活连接，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

与性的方式把遗产推广开来，把中华文化传播

出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

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一个名城古镇，一个文

创项目，要持续有生命力，它一定是要吸引年

轻人的，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宋秋的话，

让委员们感同身受。

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委员们看到，馆内游

人如织，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青铜神树、戴金

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像、金杖、玉璋……

每一件精美文物面前都围满了人，纵使摩肩接

踵，但依然井然有序。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委

员们也沉醉于穿越千年的邂逅中，被璀璨的古蜀

文明所震撼。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全国政协常

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姚爱兴惊叹，

不愧是三星堆！“这些文物遗产代表着数千年前

的古蜀文明面貌和发展水平，无不诉说着四川光

辉灿烂的历史，也展示了四川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和传承的最新成果。”姚爱兴看着络绎不绝的游

人，甚是感动又无限感慨，他希望以三星堆遗址

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够不断从研究阐释、

展示提升、活化利用等多方面深入发展，成为连

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古老的文化智慧在现代

社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多措并举，讲好历史文化遗产故事

歌曲、舞蹈、皮影、情景剧、川剧变脸……

在曲曲折折的南津关古镇街道中，大型移动实景

节目 《蜀道盛世》 以一步一景、亦歌亦舞的表演

形式融入阆中本土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蜀道文

化等，向游客讲述修建蜀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顽强拼搏的故事和古人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

“创新传播方式，讲好本土故事，推动文旅

融合发展，是近年来城乡建设中传承历史文化、

弘扬地域特色的有效路径。”全国政协常委、九

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赖明认为，深刻认识城乡建

设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取得重大成就的

同时，也要注意其中存在的一些亟待重视的问

题，比如宣传推介有待创新。他建议，要创新宣

传推介工作方式，讲好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故事；

强化与文艺创作相融合，创新举办名人大讲堂，

打造重量级 IP；加强导游、讲解培训等。

2022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眉山三苏

祠考察时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

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

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

要例证。”

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

辙三父子的故居。元代改宅为祠，明末毁于兵

火，清康熙四年 （1665） 在原址上模拟重建，是

历代名人雅士、文人墨客拜谒、凭吊三苏的文化

圣地。苏轼在此生活 26 年，其多篇诗文如 《梦

南轩》《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天石砚铭》 等都回

忆到儿时在此生活的情景。

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委员们跟

着讲解员徜徉在三面环水的悠悠古祠中，驻足在

意味深长的匾额楹联前，感叹着“一门三杰”的

旷世才情，折服于“孝慈仁爱、厚人薄己”的淳

厚家风。

“三苏其人其文，值得后世敬仰。”提起三

苏，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忍

不住说道：“每次来三苏祠，我总是怀着一种高

山仰止的心情。如果要把中国文化圣地排一个

名，我会把三苏祠排第一。因为苏东坡的文化、

精 神 遗 产 ， 最 大 程 度 地 囊 括 了 中 国 文 化 的 精

髓。”阿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优秀的

文人灿若星河，但是要达到苏东坡这样的境界，

还真不多见。阿来正在创作一个关于苏东坡故事

的电影剧本，他认为自己写作的过程也是重新学

习、再一次深入了解苏东坡的过程。“作为一名

作家，我应身体力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汲取优质营养为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

活服务。”阿来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在三苏祠，委员们还了解到，三苏祠整合全

国三苏文化研究力量，组建学术委员会，全面搜

集整理三苏文化相关资源，孵化一批权威学术成

果；成功 举 办 第 五 届 东 坡 文 化 学 术 高 峰 论 坛 ；

完成了 《苏轼书法全集》《中国有三苏——三苏

家风家教》 等书籍的编辑出版；举办“东坡论

坛”“名人大讲堂”“东坡大家讲”等三苏文化

主题讲座；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三

苏文化大数据库上线……在一系列举措的推动

下，不仅深化对三苏文化的挖掘与研究，为讲

好三苏文化故事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多元化

的传播方式，让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焕发出了新

的生机与活力。

一路走来，委员们感到，推动城乡建设中的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守住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实现城乡建设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家表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

确把握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时代要求，健全

全过程保护工作机制，夯实保护传承各项基础保

障，推动城乡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多措并

举，讲好历史文化遗产故事，让城乡建设更具特

色、更有魅力，使城乡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

一体。

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全国政协“推动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题视察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郭海瑾

Z 记者手记

视
察
团
一
行
走
进
翠
云
廊
古
蜀
道
，
详
细
了
解

古
蜀
道
古
树
名
木
保
护
传
承
情
况
。

视察团一行在绵竹年画村详细了解非遗绵竹年画的保护传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