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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传统村落保护
“丽水方案”

制定规划，科学保护。遵循“一县一规、一
村一规、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韵”保护
理念， 开展了三个层面的规划研究和编制工
作。 在市域层面组织开展“处州民居”风貌特
色研究，编制完成《丽水市传统村落建筑风貌
特色研究》，提炼出“硬山坡顶石墙裙，前庭后
院小楼房”的处州传统民居建筑特色，为各县
（市、区）传统村落建筑风貌保护提供指导。在
县域层面，对传统村落进行了全面普查，确定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和对象， 根据不同传统村
落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常住人口情况等诸
多因素，提出近、中、远期保护目标和保护措
施，实行差异化保护。 同时，对列入国家级和
省级传统村落名录的村， 全面组织开展传统
村落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明确所有村庄建设
活动必须符合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要求，否
则不予审批。目前，列入前四批中国传统村落
的 158个村的保护规划已全部编制完成。

完善立法，法律保护。 2018年开始，积极
探索我市传统村落立法工作，启动编制《丽水
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该条例对我市传统村
落的申报认定、保护发展规划编制、保护利用
措施进行了明确， 并对违反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规划的行为设置了相应法律处罚规定。 目
前该条例已经省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
决通过，已于今年 11 月 1 日开始实施。 该条
例的出台， 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我市传统村落
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维护好传统村落风貌，传
承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 也有利于推进乡村
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 为我市传统村落保护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加大投入，强化保护。丽水传统村落数量
众多，要大量资金投入。在地方财力有限的状
况下， 我市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保护———积
极申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资金。 目前全市前
四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156 个村累计
已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 4.68亿元。 积极争
取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如我市缙云河阳
村、景宁西一村、龙泉大窑村及金村村、松阳
六村村等六个村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成片传
统村落目录，获得国家文物局 9000 万元的资
金补助； 松阳县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列为

“拯救老屋行动”项目整县推进试点县，获得
专项资金 4000万元。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在满足传统村落保护规划的前提下， 参与
传统村落保护建筑的修缮和利用。 据不完全
统计， 目前全市传统村落共吸收民间资本投
资超过 10亿元。

注重传承，活态保护。重视传统村落文化
的活态传承和保护， 将传统建筑风貌与传统
文化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当中， 将推进生态环
境治理与保留村庄结构功能相结合， 我市出
台了《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作
的实施意见》《古民居保护管理办法》 等保护

政策。今年我市选择莲都区堰头村、官桥村，龙
泉市下樟村，松阳县杨家堂村、界首村等 5 个
传统村落作为丽水市“中国传统村落”基础信
息系统试点，通过系统建设，对中国传统村落
的村落环境、格局风貌、传统建筑、传统文化、
历史要素等内容进行全方位、全系统、全领域、
全数字记录整理，对传统村落的完整性、真实
性、延续性进行全面记录，充分挖掘传统村落
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加
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发展。目前这五个村的数
据采集及建档全部完成，基础信息系统已初步
建成。

打造传统古村落
“丽水样板”

明确保护发展思路。 定制出“12345”的乡
村文明复兴之路———“1”是坚持“活态保护、有
机发展”这一理念；“2”是使用“最少、最自然、
最不经意的人工干预”“充分利用本土、 原生
态、低碳环保材质和废弃建材，充分利用生态
环保技术”两种手法；“3”是做到原生态风光、
原真乡村风情、原味古朴沧桑历史感三方面维
持；“4”是达到“风貌完整、舒适宜居、富有活
力、人文和谐”四方面目标；“5”是传统村落整
村风貌，传统民居生命力，传统村落经济活力，
传统村落优良文化基因，低碳、生态、环保生产
生活方式五方面复活。

促进民居改造利用。 把乡村振兴工作与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乡村旅游、培育民宿经济有
效衔接， 并引入民间资本参与传统村落保护。
在不破坏村落整体形态、使用传统建造材料和
工艺的前提下，拆除少量破败无法修复使用的
老建筑，对不协调建筑进行外立面改造，对有
历史建筑、民居进行保护和开发；组织村里老
工匠、老手艺组成修缮队，在村庄保护开发确
保做到传承工艺、修旧如旧，培养了一批掌握
传统乡村建筑营造技术的施工队伍； 鼓励村民
开办民宿， 对自家建筑内部使用功能进行改造
提升，对房前屋后进行整体美化，村民在传统村
落保护中取得实际收益； 推进混合经营体制改
革，探索“村集体 +政府 +工商资本”合作社模
式，通过房屋、田地、农户长期租赁、入股等方
式，引入民间资本开展整村保护和适度开发。

激发内生经济活力。 以传统村落为底本、
以优良生态环境为支撑、以乡土民俗风情文化
为依托、以摄影写生等艺术创作为媒介，做好
“传统村落 +”文章，推动村落业态融合发展。
“传统村落 + 农业”———立足“一乡一品”“一
村一特”精品农业线路，抓好原种农业、自然农
法基地建设，推进原种农业基地建设。“传统村
落 + 旅游”———精准定位艺术创作、 休闲度
假、运动健身、养生养老等小众化细分市场，大
力推进特色旅游基地建设，建成一批“民宿村”
“画家村”“摄影村”“户外运动休闲村”。“传统
村落 + 文化”———创建“乡乡有节会、月月有
活动”的民俗节庆展演机制，深入挖掘当地文
化资源价值。

文/蓝吴鹏 麻安翊 蓝振奇

● 莲都
莲都区已有 13 个村被列

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自启动
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 该区
把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规划的编
制与执行作为保护工作的切入
点， 根据实际情况划定核心保
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 因地制
宜制定相应的建设控制条件。
尽可能维护村落整体风貌，传
承原始建筑特色。 对于继续修
缮又缺乏资金的历史建筑，采
取可拆除的临时支护， 方便将
来获得资金支持后更全面地进
行修复保护。同时，积极投入资
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村庄
发展夯实基础。

● 云和
云和县共有 12 个村被列入

传统村落名录，其中 9 个村为中
国传统村落，3 个村为省级传统
村落，资源优势独特且丰富。 近
年来，云和着力培育特色生态农
业， 以打造绿色食品品牌为龙
头，推动当地传统农业实现转型
升级，比如栗溪、坑根等依托梯
田 4A 景区， 充分发挥自身生态
优势，创建生态食品，以梯田米
代表，有效增加当地居民的经济
收入；擦亮“乡愁”招牌，积极发
展乡村旅游度假养生休闲产业，
做强乡村休闲度假、现代休闲农
业等品牌产品，带动乡村旅游资
源融合式开发。

● 遂昌
遂昌县共有 51个村被列入

传统村落名录， 其中 24个村为
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27 个村
为省级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村落
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精粹、乡土中
国的“活化石”，也是人们现代乡
愁的有效“消纳地”。 近年来，该
县以全面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需求导向，紧扣遂松乡村振
兴聚落区块的大定位，立足遂昌
独特的山水神韵、丰富的人文底
蕴及丰富的乡村资源，形成了各
个类型的主题特色，打造了“健
康、快乐、休闲”的乡村生活方
式，为遂昌全域旅游发展奠定基
础。

● 龙泉
龙泉市共有 49 个村庄列

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2 个村
庄列入浙江省省级传统村落。
在保护发展规划的编制阶段就
提出采取差异化的保护措施和
发展模式， 同时根据龙泉传统
村落分布情况， 结合当地自然
资源优势，选取区块串点成线。
坚持保护第一， 又合理发挥传
统村落的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
和文化价值，结合本土特色，依
托丰富的原生态村落资源和深
厚的农耕文化底蕴， 力求彰显
特色。

● 庆元
庆元县目前有传统村落 20

个， 其中国家级传统村落 15个，
省级传统村落 5个。 庆元本地保
留着浓郁的地方民俗特征及传统
民间艺术与各项活动等众多非物
质文化遗产，例如香菇砍花法、二
都戏、拥有方言中“活化石”之称
的庆元方言、 木拱廊桥营造技艺
等。通过传统建筑的修缮保护、建
立档案和数据库等措施， 恢复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部分历史
建筑和基础设施的传统功能和空
间形式，系统化保护文化遗产。同
时，积极动员、吸纳社会各界参与
申报宣传工作，形成全民参与、共
建共享的宣传氛围。

● 松阳
松阳县共有中国传统村落

75 个，总量位居全国第五，是华
东地区传统村落数量最多、风格
最丰富、 保存最完好的县域，被
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留存完
整的“古典中国”县域标本。近年
来，松阳县坚持适度有序、深度
融合、提升品质的原则，深入实
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程，大力
实施“传统村落 +特色民宿”“传
统村落 + 生态精品农业”“传统
村落 + 摄影写生”“传统村落 +
民俗文化”“传统村落 + 电商文
创”等融合产业，推动全县传统
村落得到有效保护、乡村经济得
到有效激活、乡村文明得到有效
传承。

● 青田
青田县已有 4个村庄列入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自启动传
统村落保护工作以来， 该县根
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因
地制宜、以人为本、可操作性强
的差异化保护措施和发展模
式， 划定重点保护区和风貌协
调区， 制定相应的建设控制条
件。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发挥传
统村落的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
和文化价值， 如对于继续修缮
又缺乏资金的历史建筑， 采取
民间投资，共同开发利用，带动
观光、旅游、民宿等产业发展，
努力恢复村落生气， 做好保护
和发展利用同步推进文章。

● 缙云
缙云县建县至今已有 1300多

年历史，素有“千年古石城”的美
誉， 共有 13个村被列入国家级传
统村落名录，36 个村入选省级传
统村落名录。坚持“活态保护、有机
发展”的理念，利用传统村落的自
然风貌、传统建筑、民风民俗等优
势， 对传统村落进行开发利用，培
育生态农业、休闲度假、文化旅游
等业态。 将传统村落的建筑文化、
民俗文化、耕读文化、农事节庆等
转化为丰富的休闲旅游资源，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烧饼、爽面、
黄酒等乡愁富民产业，让更多“乡
愁”真正落地，实现传统村落保护
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

● 景宁
目前， 景宁畲族自治县共

55 个村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
数量位居全国第七； 有 57 个村
庄列入省级传统村落名单，数量
位居全省第一。坚持将规划作为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先导，高站
位、高标准开展规划，使其充分
体现乡土特色。 同时，摸清传统
村落古建筑古民居家底，厘清哪
些需要抢救、 哪些需要保护，哪
些需要修缮，对于资金、技术等
条件具备的古建筑古民居，开展
保护性修缮，修旧如旧，确保与
原有风貌特色相协调；对于一时
不具备条件的，登记造册，制定
阶段性整治方案， 按照轻重缓
急，分门别类科学推进。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每一个中国人规划的一幅蓝图，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也是普罗大众共同追求的生活愿景，这一抹乡愁是
离乡人对家的思念，对情的眷念。 可伴随着城镇化车轮的疾驰而过，现今，不少传统村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销声匿迹。

有人说：“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2012 年至今，国家公布的五批 6819 个中国传统
村落中，丽水占据 257个席位，占全省总数的 40.4%，数量位居华东地区第一、全国第三———傲人的数据有力地证明着，丽水的传统村落保护正走在全国前列，丽水人的乡
愁有了可寄托的归宿。

莲莲都都区区老老竹竹畲畲族族镇镇梁梁村村 云云和和县县崇崇头头镇镇坑坑根根村村

庆庆元元县县松松源源街街道道九九漈漈村村

缙缙云云县县新新建建镇镇河河阳阳村村

松松阳阳县县叶叶村村乡乡横横坑坑村村

景景宁宁畲畲族族自自治治县县大大地地乡乡驮驮垟垟村村

遂遂昌昌县县蔡蔡源源乡乡大大柯柯村村

青青田田县县三三溪溪口口街街道道考考坑坑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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