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和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使

其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绽放异彩。”

漯河，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穿城而过的沙、澧两

河在此汇合。两河汇合出的“融和汇通”之力，推动着这座

美丽的城市从远古走到现代，也必将推动其走向更加灿烂辉

煌的未来。古老街区承载着历史变革的风风雨雨，传承和强

化着人们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人民大众用澎湃之力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所形成人文精神的美好注解。鉴于此认识，考察组

成员开启了历史文化街区如何建设的思考、探求和抉择之

旅。

历史文化街区在全球持续升温火爆的文旅市场
中扮演着不可低估的角色。一座内陆城市要不要搞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历史文化街区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到底会产生多大推动作用？囿于自我认识回答定
会有失偏颇，必须——

从全局发展大势来审视自我

我省目前已公布了31个历史文化街区，而我市在这方面

仍属空白。带着对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憧憬，考察组直插千

里之外的云南、重庆两地。

夜雨洗礼下的丽江古城，显得更加梦幻。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丽江古城游玩，穿城而过的小河两

旁全是一些低矮的古宅古建，大家可以随手推开门窗，与隔

河相坐的游人和原住民对唱作答，那种无拘无束的痛快如今

仍记忆犹新。”有考察组成员感叹道。

放眼望去，河流两旁的古宅古建古朴典雅，带“炫名”

的音乐组合驻唱其间，年轻人在声光电混合的音乐海洋中如

痴如醉。霓虹灯下，随处可见俊男帮美女拍照、靓女帮帅哥

造型，倾盆而下的大雨都无法干扰美好爱情故事的上演。无

座可坐的游客，只能像鱼儿一般游走在河两旁狭窄的过道

里，见证着一幕幕美好的发生。

考察组成员中有人自语：“变的是更加安全的设施和场

景，不变的是熟悉的氛围。”

“走遍全国看古街、古镇、古城，从形态上看是不是有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在丽江古城这里，到处都是年轻人。”接洽

的同志挥动手臂在人流之上划出一道弧线，接着说：“我们站

在全国文旅市场这个大局来衡量丽江古城，锁定年轻人这个

群体做文章，不断完善更新业态，打造更加适应年轻人需要

的场景。如果说丽江古城今天与过去有所不同的话，这就是

原因所在。”

考察组成员驱车来到束河古镇。放眼望去，古镇依山

傍水，老屋舍错落有致，巷道间潺潺流水，古树旁芳草萋

萋。一派天、地、人和谐共生，物、场、景互融同辉的景

象。

“我在束河古镇住好多天了，就是想静下心来，沉浸其间

感受发自心田的快乐。因为快乐就有了身心自由，有了身心

自由就能感觉到自在的恬静。从头到脚的自由自在，让我重

回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世界。”斜阳下古道边一位时尚年

轻女子，通过视频电话诉说着衷肠。

束河古镇是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组成部分，是当年

茶马古道中的重要驿站。

接洽的同志介绍：“我们认真研究全国的历史文化街区，

从中找出‘活化’束河古镇的路径，聚力打造田园中的城

市、城市中的田园，实现崇尚自然、亲近山水、宁静祥和的

高原水乡风貌。”

“云南的历史文化街区一直受大家喜爱，是不少年轻人首

选的旅游目的地，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接洽的同志接过问题说：“我们一直不敢端着老祖宗留

下的饭碗等饭吃，守着老天爷恩赐的自然禀赋蹭饭吃，而

是站在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度，审视我们的文旅资源，在系

统观念、闭环思维下完善文旅业态的培育和植入，确保旅

游产业优势更优、特色更特，满足市场需求和人们期盼，

达到街区与社会、场景与游客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

果。”

夜幕下，暴雨中，千里之外的米线店内，考察组成员带

着所看、所听、所问、所思，拉开了讨论帷幕：

“站在全国乃至全球文旅事业发展的高度鸟瞰审视自

我，自己的优势、特色就会一目了然。这种‘居高临

下’观察探求的角度，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观察思考

高度角度的变化，一定会变出新视野、新思路、新格

局、新动力。”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李超掷地有声地

说。

“的确如此，只有站在整体和全局来观察，才能够看清自

身资源的唯一性和稀缺性，才能把握住‘优势’‘特色’，才

能准确判断我们文旅事业保护开发利用的方向。”市沙澧河建

设运行保障中心党组书记杨跃伟随声说。

“我也有同感，如果站在自身方位看全局，就会产生自我

微不足道的悲观情绪。思想低迷将直接导致积极工作的动力

丧失。”市住建局副局长孟海银接过话来。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一定要抓住当地特色历史文化这个

‘根本’，体现出大家共同情感记忆，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

问题在于你的‘特色’大家认不认，你的‘优势’市场过不

过。所以，发掘特色、优势，非放在大局大势中敲定不

可。” 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舒畅表述着自己的观察和思

考。

…………

敲响的夜半钟声，无法干扰到大家激情高涨的讨论。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不能就其建设说建设。如此
下去，终将会胎死腹中。不能融入大海的河流最终
会干涸，不能融入大局大势的事业，路一定会越走
越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必须——

在“大建设观”下统筹推进

注重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但是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事宜如何筹办是个无法绕过去

的问题。对此，大家在考察学习活动中继续探寻。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丽江传统石砌建筑风貌保存最完

好的古村落——玉湖村。”接洽的同志站在村口介绍。顺着他

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栋栋石砌的房屋宅院错落有致地分

布在倾斜的山坡之上，层层叠叠向云的尽头、绿草花海的边

际延展。

“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该古村落的前世今生？”大家显得

有些迫不及待。

漫步在不太平整的村间石道上，接洽的同志说：“玉湖村

是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的‘夏宫’所在地。为保护好该村

落，我们一开始就将其纳入丽江古城保护开发建设的大规划

中，做好顶层设计，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接。

引入旅游公司与村集体合作社共营，积极探索财政资金撬

动、金融资金助力、社会资本参与的多元投资模式；生动践

行‘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农民变股东、村庄变景区、

田园变乐园’的发展之路。该村先后获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中国传统村落、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目前，

实现了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2600元。”

随着接洽同志的深入介绍，大家被其多措并举、多管齐

下、多方运作的做法所吸引。通过深入了解，大家心中的问

号一个个被拉直，凝重的表情也慢慢舒展开来，在阳光的映

照下如同三角梅一样绚烂。

步入束河古镇，真切感受到人与山水的亲和。村头清泉

汩汩，道边小河潺潺，门前流水哗哗，到处可见杨柳依依，

蔷薇盖堤。闭上眼睛，在古色古香门楼下席地而坐，任凭微

风拂面，静听风铃叮当，思绪驰骋，脑海中浮现出雪山、青

草还有那美丽的喇嘛庙。

“目前束河古镇之所以完整保留以青山为屏、大河为带，

坐西面东、背风向阳的格局，得益于实施束河茶马古镇保护

与发展项目，是严格按照旅游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结果。依

照《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管理条例》划分一级保护区、二级

保护区，不同级别的保护范围实施保护、开发、利用的标准

大不相同。”

接洽同志淡如轻风的介绍，早已在考察组成员心间掀起

阵阵波澜。

蓝天下、小溪边、垂柳旁，一场头脑风暴上演正酣：

“目前看，开展这项工作必须牢牢树立‘大建设观’这个

理念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在这个理念的引领下，才能统筹得

法，集聚得力，指挥得当，实施得果。”李超首先亮明自己的

观点。

“我看牢固树立‘大建设观’的认知，不能就我们这些干

这项工作的人员懂得，全市干群都要树立‘大建设观’。这样

才能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想问题、干事情才能同频共

振，工作不至于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源汇区政协主席董晓

凤抢过话题说。

“不要看轻了建设前面加的这个‘大’字，一字之多，多

出了为民意识，多出了问题导向，多出了系统观念，多出了

统筹思考，多出了方法路径……”舞阳县政协主席王红丽一

连串“多出”掷地有声。

“好一个‘大’字当头。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说到

底我们推进工作，只要做到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

下这‘六个坚持’，就能把‘大’的意蕴领会到、落实好。”

临颍县政协主席常国庆说。

…………

天空突然又下起了雨，大家忙撑起雨伞。雨水并未影响

大家讨论的兴致，一场移动的讨论会在伞下、在雨中、在风

里仍然继续着。

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老百姓的家国情怀和难以
忘却的“乡愁”，折射出人们创造美好生活过程中沉
淀的人文精神，能将人世间的温暖传到四面八方，
情感所系会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巩固。保护好、
建设好、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必须——

唤醒全民参与的自觉意识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历史文化古街、古镇、古城游

历，总有一种厚重感涌上心头。”考察组成员、市委宣传部文

艺科科长杨程程说。

当地接洽的同志侧过头来说：“这就对了，因为你沉浸在

这种‘气场’中了。建设打造历史文化街区，必须要神形兼

备，目之所及，绝不能有突兀之感，否则，物与人难以产生

心理感应。估计大家已经看到了，在我们划定的古城范围，

一切建筑必须与大理古城的风格相一致、相协调。这是上了

‘法条’的，是要沉淀到大家意识当中的。只有这样，匡正行

为规范才能得以实现。”

“的确，行驶在大理市宽阔的马路上，隔着车窗望去，古

城保护区内鳞次栉比的蓝砖、灰瓦、白墙原住民民居，在古

树、蓝天、白云的陪衬下，一派祥和之态。漫步在洱海边，

一家家民宿酒店修葺得既能彰显民族风情，又能凸显古朴典

雅，让人总有一种拾阶而上推开花树掩映下那扇木门的冲

动。”市政协办公室调研科科长崔博说。

“菩提古镇，隐藏在重庆市长寿区的闹市之中。走进古

镇，瞬间有种穿越的感觉。这里的小桥流水、戏台楼阁、

商铺民宿、茶摊美食……集中体现了巴渝文化和民俗。面

对这些场景，脚步会不由自主地放慢，闹市中取静也不过

如此。”

接洽的同志说：“在闹市区的菩提古镇游玩会有愉悦之

感，就是因为你的灵魂进入‘场景’了。大家可以看看古

镇周边目之所及的边际线，以及一草一木、古院古宅，已

经完美与现代建筑群融为一体。有这样的效果，要真诚感

谢市民和商家的配合。脑海中有保护意识的存在，就不会

发生破坏古色古香‘气场’的人和事。”

“历史文化街区是前人赏赐的资源禀赋，是老祖宗留下

的宝贝‘金饭碗’呀！保护、开发、利用好人人有责！”考察

组队中有人感叹道。

香樟树下，茶摊旁边，大家摇动手中纸扇在竹椅上坐

定，探讨交流擂鼓开场：

“这次对历史文化街区考察学习，一路上有个感受如鲠在

喉，不吐不快。也就是说在建设过程中，市民群众、店家商

户是把自己摆进去、参与进去的。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李超

说。

“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内容庞杂，会受到‘情绪价值’‘标

准论’等心理活动左右。无论是场景设置，还是业态植入，

很多关系都需处理好。比如，古建筑群与住宅区能否和谐对

话，商户业态与街区场景能否相融共生，现代习惯与传统表

达能否相映生辉等等。人民大众参与保护、建设、利用好历

史文化街区，是处理解决好这些关系的重要保证。”孟海银

说。

“就历史文化街区说历史文化街区，不论从保护建设还

是开发利用来讲，都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将其放在火热的

现实生活当中，谈其前世今生如何如何才是大道。人民群

众广泛参与是可用资源集聚发力的重要保证。”杨跃伟结

合工作实际说。

…………

不停晃动的纸扇，难以驱除高温的熏蒸，汗水早已湿透

衣衫。烈日下、高温中，大家谈兴未艾。

考察学习历史文化古街区所在城市高铁站，
每天人流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观光旅游者人头
攒动首尾相连往复不断。人多、年轻人多是大家
的普遍感受。建设好历史文化街区，推进文旅融
合发展，用其拉动消费促进发展，是一条可行路
径。必须——

看准了就抓紧干

据有关资料显示：束河古镇有经营户1339家，当地农民

大多数实现就地就业。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2002年的800元

跃升到现在的32140元。从事婚纱摄影人员约800余人，婚

纱摄影旅拍产业链带动经济产值达10亿元。68%的民宿月收

入在1万元以上……一连串统计数据，凸显出历史文化街区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小觑的作用。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如今的丽江古城与十年前相比，

好像‘长大’不少。”考察组中有同志说。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所站的左手边的那条街看上去

是新建的。”

“应该不错，我只对这条穿城而过河流两边的古民宅民

居印象深刻，那条新建街道过去应该是有高有低的菜地田

园。”

考察组成员你一言我一语交流着。

一路考察学习走来，这种修葺扩建历史文化街区的情况

随处可见。

为“活化”丽江古城，当地累计投入资金60亿元，拆除

古城内不协调建筑。

玉湖古村，工匠正按照规划图纸建造独居特色“石头

房”的场面随处可见。

为再现“田园中的城市，城市中的田园”，丽江市古城区

投资10亿元完善古镇基础设施建设。

纳帕海自然保护区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群，在建筑工人

手中涅槃重生。

长寿湖景区，修葺的古民宅民居，改扩建的现代住宅小

区，收拾打理工作已完毕，正开门迎八方宾朋。

涪陵区投资1.5亿元，将城区内一大片古街古巷古宅改造

成榨菜历史记忆馆，并开办了特色菜馆。

投资2.5亿元打造的“遇见丽江”项目，运营一年来，已

经接待游客250万人次，实现收入1.3亿元。

…………

所到之处，深挖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巧借自然资源禀

赋，“活化”历史文化遗产，如火如荼抢抓机遇的发展场景随

处可见。考察组成员深有感触地说：“今天，谁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发展机遇，谁终将会赢得明天。”

千里之外的涪陵区，考察组成员拖着疲惫身躯，穿着汗

水浸透的衣衫，在酒店大堂一角，展开了一场“如何干”的

讨论：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指引下，我市的文旅文创工作取

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下一步，要抓住文旅市

场发展机遇，紧紧依托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如何重构生

态空间、打造保持老旧街区历史风貌丰满场景上下足功夫。”

李超阐述着自己的思考。

“根据沙澧河风光带这几年建设发展的经验来看，要想引

来‘客流’，促进消费，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必

须抓住、用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发展的历史机遇，用好城市

更新、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在重构文化空间，培育传承老旧

街区优秀文化的多元载体上有所作为。”杨跃伟字字铿锵地

说。

“这几年，源汇区在抓文旅文创工作上是下了真功夫

的，而且经济效益是可观的。目前，文化旅游业态已经

成为区里的支柱型产业了。源汇区历史文化遗存还是比

较多的，要在重构产业空间、夯实支撑老旧街区振兴发

展的雄厚基础方面大作为、快作为、真作为。”董晓凤

说。

“我市铁路以东区域过去是工业相对集中的地方，工业厂

区遗存比较多。比如3515工厂、面粉厂区等。下一步，我们

要立足这些工业文化遗存做好文章。盘活这些资源，要重构

主体空间，会聚引领老旧街区行稳致远的八方人才参与。人

才，只有人才，才是撬动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活化’的重要

支撑。”舒畅动情地说。

“我市老虎头景区是值得品味的。以河中央老虎头岛屿为

原点，其北岸观音阁有几百年的历史；东侧有国外援建的沙

河老桥遗存，西边有我们自己建设的彩虹新桥；有一直守望

市民几百年枝叶茂盛的老槐树，有近代牲畜交易的牛行大市

场……其中体现出的‘融和汇通’的人文历史，是我们重构

情感空间，打造老旧街区汇通天下、邻里和睦场景的重要文

化支撑。”常国庆激昂陈述。

“打造建设历史文化街区，放在发展‘大文旅’事业中看

是没问题的，看准了就抓紧干。推进此项工作，初始阶段就

要关注其社会影响力。要研究整合现代传媒特点和方式，探

求如何重构舆论空间，提升老旧街区社会影响的传播水平。”

王红丽说。

…………

组织讨论的考察组带队领导，抖了抖贴在身上的汗衣，

为每一个成员斟满茶说：“这加的可不是水，是为大家加的

‘油’。来，为把考察学习成果转化好、落实好，向全市人民

交上一张满意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答卷，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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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文化之光点亮现代城市生活
■文/图 朱文超

7月29日~8月4日，市政协主席、市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指挥部指挥长王克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马明超带
领历史文化街区考察组，奔赴云南、重庆等地近二十个点位进行深入考察学习。大家深入现场探求，结合自身研思，比对项目抉择。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的历史文化街
区向每个考察组成员传递出强烈讯息——

参
观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


